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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全面对接国家所向、湾区所
需，以国家“双高计划”建设为引领，推
动全省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形成职业教
育与区域产业相融共生、同频共振的生动
局面，推动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美好
愿景不断转为“大有作为”的广东实践。

坚持“双高”引领，实现职业院校雁
阵齐飞。广东省共有14所高职院校入选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
划，数量居全国前列。通过“双高”建设，各
校取得了一大批标志性建设成果，学校办
学水平、服务能力、社会影响明显提升，并

助推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广东轻工职业技术
大学顺利升格为职业本科院校。广东充分发
挥国家“双高计划”院校的“头雁效应”，立项
建设45所省域高水平高职院校，推动高职院
校关键办学能力稳步提升，建设了一批高质
量的专业、课程和教材、实践基地，打造了一
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形成了一系列有效支
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和标准。

坚持“多元”协同，推动产业教育无界融
合。广东把“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作为推进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密码，强化顶层
设计，组建省产教融合促进会，推进省级产教
融合试点城市和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构建
起以城市为节点、行业为支点、企业为重点、

学校为基点的产教融合发展格局，不断增强
职业教育适应性。各“双高计划”院校奋勇争
先，牵头成立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产教联
盟、华南“一带一路”轨道交通产教融合联盟
等平台；聚焦广东“制造业当家”战略，以及20
个战略性产业集群发展要求，联合行业龙头
领军企业组建了一大批产业学院，进一步增
强服务产业和企业能力；深入落实国家深化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部署，积极牵头
推动和参与组建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
融合共同体，探索产教融合新生态、新模式，
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中深圳市域产教联合体、
佛山市“两高四新”产教联合体获国家立项。

坚持“合作”共赢，展现协作发展职教

担当。广东以国家“双高计划”院校为主
体，按照“专业结构接近、双向选择、互惠
共赢”的原则，实施“一流高职院校结对帮
扶计划”，带动省内欠发达地区新建、薄弱院
校加快发展。发动“双高计划”院校深度参与
东西部协作，促进帮扶、受扶院校共同提升、
协同发展，协力培黎职业学院打造“丝绸之路
职教名校”、联合甘孜职校探索中高职贯通培
养“甘孜模式”等，涌现出一批典型代表。为
服务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广
东组织优质高职参与“百校联百县”，助力乡
村振兴；为服务好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
倡议，广东深入推进粤港澳职业教育交流合
作，支持“双高计划”院校“教随产出、校企同

行”，积极开展境外办学，服务产业出海人才
需求，打造了一批境外办学品牌项目，彰显
了广东职教国际影响力。

下一步，广东省将着力加强职业教育、高
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
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聚焦专业、课程、教材、
教师、实习实训基地等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建
设产教融合高效益、办学质量高水平的高职
院校，打造与广东的使命任务相适应、与粤港
澳大湾区“一点两地”全新定位相匹配的、世
界一流的职业教育，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广东实践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为教
育强国建设贡献广东职教力量。

（作者系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以“双高计划”为引领 打造世界一流职业教育

本报记者 刘盾 通讯员 黎鉴远

助力深圳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成为激光制造头部企业；助推旭宇光电
（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获批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用科技
创新的“源头活水”，“浇灌”企业不断转型
升级。学院建设深信创新港与概念验证中心
等中试平台，采取“揭榜挂帅”新机制，校
企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与产业化研究，10
个高水平团队攻克高端光学模组等一批产业
技术难题，研发经费超亿元。

近年来，广东聚焦“制造业当家”和
“百千万工程”，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广
东“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坚持服务学生全面
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着力提升关键能力，
切实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

健全机制
夯实校企合作保障体系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既需要“高精尖
缺”科技人才，也需要大批高层次技术技能
人才。如何以更大力度、更多支持、更实举
措，让职业教育大省为经济大省、制造大省
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广东将‘双高
计划’作为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强引
擎，促进教育与产业互融共生，为新质生产
力出人才出科技。”广东省委教育工委书
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朱孔军表示，
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高位
统筹推进广东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为强化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省教育
厅、财政厅将国家“双高计划”项目纳入重
点任务，协同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等部门，围绕产教融合等重点事项，建
立健全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共同支持职业
教育高质量发展。全面落实“新增教育经费
向职业教育倾斜”要求，完善高职生均拨款
制度，同时加大对“双高计划”院校的资金
支持力度，支持院校“提水平”，五年来，
广东各级财政投入达34.54亿元。

在有力的政策引导下，广东“双高计划”院
校努力在科教兴国战略中找准坐标，抓住大湾
区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机遇，提高专业布局
与产业布局的契合度，服务广东“制造业当家”
战略。“双高计划”院校对接广东20个战略性产
业集群需求，面向大湾区重点发展产业，立项
了311个省高水平高职院校专业群，基本做到
校校有高水平专业群，实现了专业群布局与区
域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和精准对接。

广东正在打造“轨道上的大湾区”，广州铁
路职业技术学院顺应产业升级要求，以轨道交
通类专业为引领，按照“专业基础相通、技术领
域相近、职业岗位相关、教学资源共享”原则，
构建铁道供电技术、动车组检修技术等7个专
业群，形成“高水平引领、骨干支撑、特色发展”
的“1+2+4”专业群布局。围绕大湾区数字产

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锚
定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打造“1+7+
3”高水平专业群发展新格局，努力构筑大湾区
数字人才培养的新高地。广东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数控技术专业群向大湾区输送毕业生的
专业对口率超90%，有力地支撑了大湾区先进
制造业的战略集群发展。

产教融合
厚植大国工匠成长沃土

广东发挥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优势，统筹
大湾区政、校、行、企优质资源，不断提升人才
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

为找准校企合作铆合点，深圳职业技术
大学联合比亚迪、大疆等头部、链主企业，一
体设计现代学徒、工匠精英、现场工程师培养
体系，共建18个特色产业学院，校企共同制定
106个行业标准、81个专业教学标准、2100余
个课程标准。东莞职业技术学院打造9个产
业学院，助力17家企业入选产教融合型企业，
吸引社会投入近亿元反哺教学。

在“双高计划”院校牵引下，广东高职
院校建设了82家省级示范性产业学院，产学
合作企业数超 3.1 万家，校企合作开发超
1.14万门（次）课程、1760种教材。2023
年，57所高职院校与202家企业、53个载
体，在310个专业点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

为推进产教全方位深度融合，广东依托
产业园区或产业链，加大改革探索力度，对
接高端产业、产业高端，打造一批市域产教
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开放型区域
产教融合实践中心等。

在“双高计划”院校推动和牵头下，深圳
市域产教联合体、佛山市“两高四新”产教联
合体获国家立项。其中，广东轻工职业技术

大学依托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牵头成
立了佛山“两高四新”产教联合体，推进教育
链、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机衔接，实现
产业发展与育人动态耦合。中山火炬职业技
术学院对接六大国家级产业园区，着力探索
院园融合的“火炬模式”，以教促产、以产助
教。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紧密对接智能装备、
智能家电、智能机器人三大主导产业，建设佛
山市域产教联合体。学校还立足优势产业，
依托特色专业群，牵头建成“全国机器人行业
产教融合共同体”等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2023年，广东入选国家产教融合典型案
例4个，高职毕业生共计52.5万人，雇主满
意 度 达 98.16% ， 毕 业 三 年 晋 升 比 例
48.95%。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数连续
多年位居全国前列。

科教融汇
助推城市建设发展提速

为370多家企业贡献2400多项技术，引
导技术服务项数增至3倍多，广州番禺职业技
术学院变“科技之花”为“产业之果”的背后，
是学校在企业员工作业和教师实践活动中

“寻创意”，校企共同投入资源“立项目”，校企
混编专业技术人员“组团队”，校企依托应用
技术协同中心“建平台”，校企共有知识产权
以市场化机制“强转化”这一套组合拳。

广东“双高计划”院校始终坚持服务国
家和省战略需求，为全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
力提供强大支撑。2023年，14所“双高计
划”院校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2.9亿元，横
向技术服务产生经济效益15.87亿元。国家
级科研项目也取得新突破，共获得115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在服务国家和省战略需求的同时，“双高
计划”院校也着力将这些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
内容和案例。教师们带着任务下企业，带着项
目进课程，在课程创新中开展科技创新，一支
支“双师型”教师团队也逐渐成长起来。深圳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于胜团队研发集成电
路测试设备，并联合深圳速跃芯仪科技有限公
司，把科研成果转化为育人项目。学校70多名
学生深入参与集成电路测试企业级项目，大部
分学生进入国内大型芯片测试领域名企实习
就业，成长为集成电路测试领域工程师，人均
月工资过万元。广州铁职院教师刘志运曾在
广铁集团工作6年多，他发挥专业优势，依托深
耕多年的“手持式毛细压力管道缺陷涡流检测
仪”等科研项目，在课堂上向学生普及动态检
测、无损检测等前沿知识，吸引感兴趣的学生
加入工作室，一同攻坚创新项目。

教学促进科研，科研也在反哺教学，成为
新的教学案例，推动课程的创新。科教融汇
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在中国国际大
学生创新大赛（2023）职教赛道中，广东34
个项目获奖，获奖数位居全国第二。

广东聚焦“制造业当家”战略，深化产教融合，打造职教新生态

大湾区澎湃职教新动能

杨欣斌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首批“双高
计划”10所A档建设单位，学校按

“坚持一个引领、作出三大贡献、提供
四个保障、产生一流影响”的建设思
路，全面推进“双高计划”建设，在全
国同类院校中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2023年6月，学校获批设立深圳职业
技术大学，办学层次实现历史性突破。

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示范
者。学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事业高
质量发展，创新校企党建“六联模
式”，获批“全国党建工作示范高校”。
学生连续三届获全国大学生讲思政课总
决赛一等奖，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等高水平竞赛中获一等奖62项，在中
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赛中累计获
奖牌29枚，金牌数、奖牌数均位居全
国职业院校首位。毕业生就业率多年
来持续保持高位，学生毕业一年后，
在世界500强企业、领军企业就业率
达29%。

做产教融合机制创新的探索者。学
校坚持“立地顶天”应用技术研发导
向，参与解决企业“卡脖子”技术与工
艺攻关，技术研发和服务覆盖中小企业
2500多家，横向技术服务与培训年均
到账经费6200余万元。牵头组建的深
圳市域产教联合体，入选首批28家国
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信息技术与
自主创新等4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学校探索形成的产教深度融合模式，被

国家发展改革委作为深圳综合改革试点
的典型经验和创新举措向全国推广。

做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引领者。
学校大力推进专业、课程、教师、教学
资源、教法和质量评价转型，打造技术
技能人才培养数字化转型的范例。建成
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5个、职业教育
国家在线精品课等金课14门，新增国
家规划教材110部，获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8项，全国教材建设奖3项（其中特
等奖 1 项）。获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教席，开发
204个（门）国际专业与课程标准、国
际在线课程、数字化转型案例，面向全
球140余个国家260余家机构推广，赋
能全球职教发展。

做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践行者。
学校与42个国家和地区的194所院校
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牵头制定
和推广职业教育专业国际认证的“深圳
协议”。创办国内第一本英文职业教育
类国际期刊《职业·技术·教育》，并
已正式出版。与香港职训局共建粤港澳
大湾区特色职教园区，开展合作办学、
技术研发，促进深港青年创新创业。建
成10个深圳数字工坊、6个国际职业教
育平台，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
育创新中心，建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
业教育计划亚非研究与培训中心、世界
职教院校联盟 （WFCP） 教师发展中
心，着力拓展海外机构、搭建国际平
台、构建话语体系。
（作者系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

“双高计划”
助推学校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马仁听

自入选“双高计划”以来，广州番
禺职业技术学院立足广州、面向粤港澳
大湾区，实施“党建引领全面落实立德
树人，名师名匠智力驱动内涵提升，四
链衔接构建产教融合体系，数字化赋能
民主高效治理”整体战略。学校着力培
养高素质的复合型、创新型技术技能人
才，逐步形成“番职范式、湾区样本、
职教智慧”的特色品牌，助力大湾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对接产业、持续优化，构建服务
“制造业当家”的专业群发展格局。重
点围绕大湾区万亿级、千亿级产业集
群，对接智能装备、人工智能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以“人工智能+”升级专业，打
造10个国家级、省级高水平专业群。面
向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
兴产业，升级打造工业机器人技术、区块
链技术应用等优势专业群；面向大湾区
特色产业珠宝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建
筑业，数智赋能珠宝首饰技术与管理、
建筑工程技术等特色专业群。现有54
个招生专业，与服务广东省“制造业当
家”的重点产业100%对接。

创新驱动、提质培优，深化以“五
金”为引领的内涵建设。创新和深化

“五金引领”的教育教学改革，建有
“双师型”教师培训、创新创业教育实
践、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和示范性职教
集团等4个国家级首批基地。连续两届
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18门课程
上线“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
等；主编教材发行超500万册，被32
个省（区、市）600余所学校选用。

“抱大树、抱大腿”，协同推进“产
教科”互促共融。学校抱大树，与行业

头部企业、区域骨干企业、技术引领企
业等共同搭建多功能平台；抱大腿，以
院士工作室等为载体，借力业界精英、
技能大师等在内的创新智力和新质生产
力。依托产教融合共同体、产教联合
体、产业学院以及 41 个国家级、省
级、市级等科研平台，组建跨界混编科
技创新团队，为湾区企业开展技术开发
2400 余项、技术培训服务近 8000 人
次、专利转化110余项。

多措并举、制度牵引，系统打造
“名师+名匠”人才矩阵。学校确立
“6789”人才队伍建设战略，系统设计
和打造跨代、跨界的人才队伍。稳步推
进“双百计划”和“百名博士进企业”
行动计划。引进高层次人才19人、产
业精英17人、博士99名，人才引育投
入超亿元。连续三年入选国家级教学创
新团队。现有国家级教学名师7人、国
家级教学团队6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
家级人选1人、全国技术能手6人。入
选教育部首批全国职业院校“双师型”
教师队伍建设典型案例。

引进来、走出去，做职业教育国
际化发展的先行者。学校入选“鲁班
工坊”建设联盟成员单位，助力周大
福等企业国际化产能升级。设立师生
海外研习基地，形成联合培养、海外
实习等双向交流机制。标准输出，建
设特色海外分院与培训基地。在泰国、
巴基斯坦等国建设海外分院、职业技能
培训基地（中心），开展“菜单式”职
业技能培训，输出专业教学标准、课
程标准等。

（作者系
广州番禺职
业技术学
院院长）

全力打造
“番职范式、湾区样本、职教智慧”

大图：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精
细化工专业教授龚盛昭带领师生团队
参与企业项目研究。

小图：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在
实训中心检测新能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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