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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上升到国家层面，合肥已从劳务输出地变为劳务输入地，

对掌握一技之长的中职毕业生需求量大增。”合肥市教育局职成处处长李志平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称，考生和家长在面临中招志愿选择时一定要理性，实际上中职毕业生不论是升学还是就业都是

一条坦途。 张艺国 张珍明 记者 桑红青

上中职也是孩子成才的一条坦途
——专访合肥市教育局职成处处长李志平

李志平说，曾几何时，上中专成了初

中毕业的首选，只有中专“落榜”了才无

奈地填报普通高中，但近几年，许多家长

和学生受传统思想影响，却存在“上中职

没出息”的观念，对中职教育缺乏客观公

正的认识。而实际的情况是，中职毕业

生在数量比例上已经是第二产业主要的

人力资源。

李志平举例说，假如一位中考580

分的考生家长面临两个选择：一是上一

所普通高中，三年后孩子考上一所高职

院校，毕业后可能面临就业难的困境；另

一个是上一所中职学校，毕业后企业找

上门来要人，月工资不低于3000元。相

信多数家长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这一

选择错位的背后是社会长期以来对职业

教育的偏见，认为只有孩子上大学、拿学

历将来才会有出息。

李志平分析说，每年中考填报志愿

时，不少中考成绩不理想的考生家长

都面临上普通高中还是上中职的抉

择。实际上，对于分数低于普通高中

录取线不多的考生来说，高职"3+2"

“（俗称”五年制高职“）也是个不错的

选择。普通高职一般是中职或者高中

起点，学制三年，而五年制高职则是初

中起点，前三年相当于中职阶段，后两

年相当于大专阶段，毕业后颁发五年

制大专专科文凭。相对于普通高职院

校而言，五年制高职偏重于培养技术

应用型人才，学生的动手能力强，更受

用人单位欢迎。 从目前合肥市中职学

校合作的高校而言，多数高校都是本

科高校，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对口升入

相应专业的高职院校。

另外，即便是中职类学生，毕业后还

可以参加“对口高考”上本科，同样可以

实现自己的“大学梦”。另据最新数据显

示，2012年，合肥市中职毕业生就业率

达到98.4%，本地就业率为74%。所以

说，中职类毕业生不论是升学还是就业

都是一条坦途。

中职生不论是升学还是就业都是一条坦途

“现在很多企业都反映，技能人才就

是他们的宝贝。”李志平介绍说，与普通

高中进行的升学教育不同，职业教育重

在学生的动手实践。李志平说，职业教

育说白了就是就业教育，这就要求学校

开设专业要和市场需求紧密挂钩，毕业

的学生能受到企业的认可，才能证明办

学成功，这就要求中职类学校在办学中

必须摸准企业需求，按照企业需求搞“订

单式”培养。

目前，合肥职业教育发展为了更好

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在专业课程设置上

力求和市场紧密接轨，比如现在合肥正

在大力兴建轨道交通，合肥建设学校就

设置了这方面的专业，一方面社会有需

求，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招生也很

好。目前合肥焊接类、电子类人才需求

旺盛，近年来合肥市教育局也引导相关

院校加大对这方面专业人才的培养，调

整招生思路。同时，合肥市财政也不断

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比如仅对

合肥电子学校设施设备的投入，每年都

在300万元左右。

另外，合肥市还将积极推进校企合

作。一是加强公共实训基地与企业的合

作。公共实训基地吸收职业院校、行业

企业参股入股，鼓励行业企业提供设备，

加强实训基地与企业合作的紧密度，把

实训与生产结合起来，增强实训基地自

身的造血功能。二是组建行业职业教育

集团。按照专业大类推进由职业院校、

企业、行业组织参加的区域性职教集团，

实现招生招工、实习、就业一体化，增强

专业招生、教学标准、实习就业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三是搭建常态化的校企对接

平台，推进校企合作办学。积极协调各

中等职业学校与企业共同举办校园毕业

生供需见面会，顺利推进学生就业和实

习工作。

中职学校搞“订单式”培养促就业

谈到合肥市中职学校教学改革，李

志平表示，合肥市将逐步进行教学改革，

以就业为导向，采用“宽基础、活模块”的

课程设置，注重课程设置和专业教学与

企业标准对接，实现由课堂教学为主向

实践教学为主转变。积极探索校企合作

模式，开展师资培养、教学实训、实习就

业等领域深度合作。

在教学中，合肥市教育局要求各职

业学校从分析学生未来工作岗位和岗位

能力入手，科学界定培养目标和培养方

向；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

么；要什么，给什么”的原则，以提高学生

的操作能力为重点，整体设计优化教学、

实训、实习、就业等人才培养环节。在培

养方案制订时，保证有1年的顶岗实习，

培养学生的良好职业行为习惯岗位的认

可感，从而实现校企间的无缝对接，为企

业培养“用得上、用得好”的人才。

针对专业课教师不足的问题，近年

来合肥市教育局利用暑假时间把专业课

教师送到企业进行“转岗培训”，同时加

大国家、省级和市本级的教师培训力度，

目前，合肥市各中职学校已有154名教

师参加了专业培训，有70多个获得了相

应的等级证书，“双师型”教师队伍已经

占到70%以上。

谈到目前考生填报志愿的问题，李

志平表示，合肥市中职学校专业门类齐

全，各校已经成为各个行业特色鲜明的

中等职业学校，各校毕业生得到了用人

单位的肯定，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就业

局面。

中职毕业生就业一直“供不应求”

合肥市民生工程中职学校
学生资助项目介绍

中等职业教育实行以国家助学金、免学

费政策为主，以校内奖学金，学生工学结合，

顶岗实习、学校减免学费等为辅的资助政策

体系。国家鼓励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和社会

团体及个人等设立中等职业学校奖学金、助

学金，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为接受中等职业

教育的学生提供助学贷款。

一、国家助学金

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具有中等职业学

校全日制正式学籍的在校一、二年级涉农专

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比例按在校生的15%确定。

为切实减轻贫困地区中职学校学生家庭

经济负担，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有关精神，我省大别山区连

片特困地区农村学生（不含县城），自2013年

春季学期开始全部纳入享受助学金范围。

资助标准：国家助学金主要资助受助学生

的生活费开支，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1500元。

认定标准：

1.孤儿、残疾学生以及残疾家庭子女、见

义勇为人员子女以及见义勇为学生、烈士子

女，以及其他优抚对象子女且家庭经济困难；

2.单亲家庭、父母年事已高或患病、丧失

劳动能力等，家庭无固定经济来源的学生；

3.学生家庭或本人突遭不幸（如家庭遭

遇自然灾害，学生本人突发疾病或意外事

故），超越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的；

4.享受城镇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子女；

5.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村家庭中

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且经济困难；

6.其他原因造成家庭经济困难。

符合上述条件之一且遵守校纪校规、生活

俭朴者均可申请认定。对来自国家或省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以及我省皖北3市7县的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符合上述条件之一者优先认定。

二、免学费

免学费对象：（1）公办中等职业学校。

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生中所有

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费（艺术类相关表演

专业学生除外）。其中，涉农专业为2010年

教育部发布的《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规定

的农林牧渔类所有32个专业，以及轻纺食品

类的粮油饲料加工技术、粮油储运与检验技

术专业和医药卫生类的农村医学等3个专

业。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在校城市学生

的10%确定。第一、二学年因免学费导致学

校收入减少的部分，由财政按照享受免学费

政策学生人数和免学费标准给予学校全额补

助。第三学年由学校通过校企合作和顶岗实

习等方式获取的收入予以弥补，不足部分由

财政按照不高于三年级享受免学费政策学生

人数50%的比例和免学费标准补助学校。

（2）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对在教育行政

管理部门依法批准的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就

读的一、二年级符合免学费政策条件的学

生，按照当地同类型同专业公办中等职业学

校免除学费标准给予补助。经批准的学费

标准高于补助的部分，学校可以按规定继续

向学生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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