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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彭可心 黄京 实习生 赵亚楠

6月2日， 湖南信息科学职业学院举
行2012年毕业生供需见面会。3000多名
应届毕业生参会，迎接他们的是100多家
企业提供的5000多个就业机会， 而且这
些企业开出的薪酬待遇超过本科院校毕
业生。

无独有偶，今年春节过后，湖南工业
职院每天都有三四家企业来要人。连续4
年来， 湖南省机械装备制造类人才供需
见面会都由这个学院承办， 该校学生就
业基本实现了从“企业挑选学生”到“学
生挑选企业”的转变。

“就业率”， 一直是众多职业院校的
竞争砝码。 学生就业率的提高得益于我
省积极引领职业院校调整专业布局，鼓
励职业院校对接当地产业深度融入产业
链的科学决策。

“不新设专业”刹住“乱设专业”
同全国各地的职业教育发展状况一

样， 我省职业教育发展也经历过一段办
学迷茫期：职业院校建设快速上马，专业
设置望市场之“风”而“动”，职业教育游
离于地方产业之外。 一方面是职业学校
培养的人才过剩，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
是不少企业尤其是新兴产业、 支柱产业
技能型人才紧缺， 愿意花重金聘请却招
不到合适的人。

问题就出在专业设置上， 什么专业
就业好就一窝蜂地办这类专业， 全然不
顾师资队伍和硬件设施是否跟得上，职
业院校的专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且没有很
好地对接产业，自然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要集中财力，打造一批与湖南区域优势
产业紧密对接的示范特色专业”。省政府
教育顾问、 时任省教育厅厅长张放平在
带领一批职业院校长访问台湾的职业院
校后，在离开台办的前一天晚上，大家总
结访问收获的会议上如是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省委、省政府及时
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
定》， 省教育厅也配套出台文件规定，职
业院校要根据市场需求与自身办学条件
确定重点建设专业大类， 重点建设专业
大类每所学校原则上不超过2个，“十一
五” 期间非重点建设专业大类的专业原
则上不再新设。

这一规定的出台， 及时刹住了乱设
专业之风， 有效提高了职业教育人才培
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特色专业“无缝对接”省重点项目

2007年， 我省开始全面启动职业教
育省级重点项目建设， 引导各职业院校
的专业设置对接“四化两型”的重点项目
和当地优势产业。 为切实增强职业教育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确保省级重
点建设项目顺利实施， 之后我省又启动
实施了特色专业建设、示范性特色专
业建设。

最近几年， 随着北汽控股、
广汽菲亚特等大型汽车厂商相
继落户长株潭地区， 汽车产业
成为株洲市的新兴产业。

株洲职业技术学院在建
院之初，系部设置没有突出
专业建设重点与特色。2008
年，该院做了调整，初步形成
了以汽车制造与装配专业为
引领的汽车制造专业群，以汽
车检测与维修专业为引领的汽
车售后服务专业群，形成了对接
整个汽车产业链、覆盖汽车前后市
场的特色专业体系布局。这样一来，专
业设置更具针对性，该校学生的就业问题
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毕业生供不应求。

提升区域特色产业发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特色专业建设

不但大大提升了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与产
业发展的契合度， 从根本上保证了职业
院校毕业生对口就业， 而且对一些区域
特色产业开始起到提升和引领作用。

2009年， 邵东县职业中专深入进行
市场调研，他们发现，当地是全国第三大
皮具产业基地， 有中小皮具企业2000余
家， 但基本停留在老套式的制作工艺、作
坊式的管理模式、贴牌式的生产方式。

为此，该校一是与当地皮具行业
企业共同编写《皮具制作工艺》等
教材，帮助行业制订统一的产品标
准和企业管理标准。二是争取“服
装与皮具设计” 专业成为中央财政支持
的实训基地，专项投入240万元进口了一
台高档全自动印花设备， 主动承担县域
内中小皮具企业无力开展的印花业务。
三是成立皮具产品研发中心， 培育自主
品牌。 目前该中心每月有近百个皮具新
款投放市场。四是与湖南外贸职院、皮具
行业协会共同注册一家贸易公司， 组织
皮具箱包产品自营出口， 改变了过去一
味依赖浙江义乌贴牌出口的命运。

高就业率源自专业“无缝对接”
湖南职业院校调整专业布局，“企业挑选学生”成了“学生挑选企业”

肉质鲜嫩的“道州灰鹅”在永州道
县有400多年的养殖历史， 是湖南优质
地方鹅种、也是我省外贸出口活鹅的主
要品种。但由于饲养技术和加工技术落
后，熟悉道州灰鹅的人并不多，该产业
一直没能做大做强。

为支持这一特色产业发展，2010

年， 道县的永州工贸学校与湖南农业大
学合作创办道州灰鹅食品有限公司。永
州职业技术学院负责繁育、孵化种鹅，通
过县畜牧水产局和县、乡、村三级妇联组
织， 将种鹅免费提供给广大农户进行养
殖。根据道州灰鹅的特点，该院组织专业
教师专门编写了道州灰鹅孵化、养殖、防
病等方面的校本教材，并通过集中培训、
送教下乡等方式， 为养殖户进行灰鹅养
殖技术培训。灰鹅出栏后，公司从农户手
中统一回收， 送至学校创办的食品公司
进行深加工向市场推广，重点向沿海及
长株潭地区销售。

目前， 学校已累计培养培训具有道
州灰鹅养殖技术的农民1000多名，已建
起了道州灰鹅繁育基地20个，年产种鹅
1万羽；带动本地及周边县幼鹅养殖户2
万余户，年出栏道州灰鹅100万羽，销售
收入1.2亿元以上。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成
功探索出了一条“基地+农户+公司”的
人才培养模式， 既扩大了道州灰鹅的养
殖规模，又帮助广大农民脱贫致富，更重
要的是推动了道州灰鹅特色产业的形
成与发展。也正因为此，此前“养在深闺
人未识”的“道州灰鹅”火了，“飞入寻常
百姓家”。

近几年来，湖南职业院校出现了本地什么产业有优势就重
点培育什么专业的可喜局面。经过一系列调整，全省职业院校
专业结构日益优化，目前全省中、高职院校分别设置专业154个
和393个，近三年中、高职院校分别新增专业51个和206个，分别
调减专业22个和141个。

此外，职业院校对接产业、服务产业、引领和提升产业的能
力进一步增强。

特色专业几乎都是和当
地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专业；
示范性特色专业大部分是省
重点项目所急需的专业。职
业教育省级重点项目建设的
启动， 特色专业和示范性特
色专业政策的出台， 有效引
领了职业院校调整优化专业
结构。

———省教育厅副厅长王键

典型案例

本地优势产业催生重点专业

一个学校推火“道州灰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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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职院汽车教学实训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