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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全景纪实

������“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匠心筑梦，成就未来。 ”作为国民教育体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关键一环，职业教育正成为支撑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石。
近年来，我市以百舸争流的奋进姿态，围绕“临港新城、开放前沿”定位，构建起产教协同、职普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一场以“产教融合、校企共生”为特

色的职教变革正在深度重构区域人才生态，让“技能成就精彩人生”的时代强音在三川大地铿锵回响。

核心提示

������校舍连云起，书声伴机鸣。漫步于周口的职教
校园，现代化教学楼鳞次栉比，实训车间里机床轰
鸣声与键盘敲击声交织成奋进的交响乐。 这座崛
起于中原腹地的职教高地，正以集群之势构筑起
人才培育的“黄金矩阵”。

在周口航运中等专业学校的实训场， 身着统
一制服的学生专注地进行船舶靠离泊撇缆绳实

操训练。 “我们这套训练体系覆盖了从千吨级货
轮到万吨级货轮的操作规范，通过模拟真实作业
场景，确保学生毕业后能够快速适应岗位需求。 ”
该校指导老师安文银介绍， 学校有 19 个实训室，
教学仪器设备价值千万元。 作为全省知名的航运
类中职院校，这里为周口及周边区域的航运事业
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大量人才。

“我们的职教毕业生具有三大核心优势：专业
技能扎实、就业适应面广、岗位胜任力强。”市教体
局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科长张亮亮说，“在当前

就业形势复杂严峻的背景下， 我们有信心为职教
毕业生铺就一条光明的就业之路。 ”

这种信心，源于其扎实的“家底”。
截至目前，周口市职业教育已形成“本科—高

职—中职”全链条培养体系，拥有 42 所职业院校，
在校生超 15 万人。河南科技职业大学作为全国首
批职业本科试点院校，与周口师范学院形成“普职
本科双轮驱动”格局，为高层次人才培养提供了多
元化的路径。 全市 5 所高职院校、2 所技师学院与
35 所中职学校错位发展，覆盖工、农、医、师等 251
个专业，年输送技能人才超 3万人，构建起一个层
次分明、专业丰富的职业教育体系，全方位满足了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化人才需求。

全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占比 45%，其中，
高职院校占比 61.59%。通过“招才引智”计划，近 3
年引进研究生学历及以上层次教师千余名， 选派
教师到企业实践年均超 2000 人次， 打造出一支

“理论扎实、技能精湛”的教师队伍。这些教师既具
备深厚的专业理论知识，又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为学生提供高质量
的教学指导， 助力学生成长为兼具理论素养和实
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硬件是筋骨，专业是灵魂。全市已形成船舶制
造、现代农业、数字经济等 12 个特色专业群。 其
中，建筑工程施工、计算机应用等 5 个专业入选国
家级重点专业。 这些特色专业群紧密围绕区域产
业发展需求，精准对接市场，为学生提供了与产业
前沿紧密结合的学习内容和实践机会， 使学生毕
业后能够迅速适应工作岗位， 成为企业急需的实
用型人才。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周口职
业教育以“大校引领、中校支撑、特色校补充”的梯
队格局，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专业体系，为区域
发展蓄满人才“活水”。

������在周口这片职教“沃土”上，教育链与产业链
的无缝衔接正演绎着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当下，人工智能无疑是炙手可热的前沿产业，
正引领着全球科技发展的新浪潮。 2024 年，周口
城市职业学院瞄定时代机遇， 积极响应国家人工
智能发展战略，依托联营教育集团 27 年的计算机
教育优势，开设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在全省
率先升级了 AI+室内艺术设计、AI+电子商务等
专业。

“我们学校紧跟时代步伐，围绕城市发展，对
接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致力于将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专业打造成品牌专业。 ”周口城市职业学院
党委副书记罗志阔表示，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应
用专业已构建起 AI 创意写作、AI 视频制作等成
熟的教学体系，用 AI 赋能传统专业。 这些教学模
式不仅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更强调实践能力的
培养，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真正掌握人工智

能技术的精髓。
在周口职业教育的版图上， 专业设置不是一

成不变的“老黄历”，而是紧跟产业变革的“动态地
图”。 这里的学校像敏锐的猎手，时刻捕捉着市场
风向的变化；这里的课程像流动的活水，不断冲刷
着传统技能的边界。

如果说周口城市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专业的升级是“横向跨界”，那么西华县第一职业
中等专业学校则上演了一场“纵向深挖”的好戏。

2016 年，当大多数人还认为无人机只是“会
飞的相机”时，西华县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就开
设了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最初的课程表上，航拍
摄影、农业植保是绝对主角，学生们带着无人机在
麦田里喷洒农药、在景区里航拍宣传片，已然是当
时的“高科技”。

“2020 年，我们发现无人机在应急救援、环保
监测等领域的应用爆发式增长， 立刻调整培养方

案。”西华县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老师王霆铭介
绍。 如今，该校无人机专业的课程涉及应急救灾、
环保监测、智慧安防等。该校学生不仅要会操控无
人机，还要会编写飞行路径算法，让无人机自主完
成复杂任务。

纵观这些专业的升级路径， 可以清晰触摸到
周口职业教育的“进化法则”：建立专业动态调整
机制，每年调研区域产业需求，淘汰滞后专业，确
保课程与市场同步。

“全市职业院校以‘专业围着产业转’为导向，
重点打造机电一体化、 智能制造等 5 个高水平专
业群，形成‘装备制造、现代农业、临港经济、生物
医药’四大特色板块。”市教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变则通，通则久。职业教育的专业，就应该像
智能手机系统一样持续更新。 ” 张亮亮说，“硬件
（实训设备）要顶配，软件（课程内容）要 OTA 升
级，用户（学生）体验才能始终流畅。 ”

������校企合作不是“拉郎配”，而是“自由恋爱”。
在周口职教人眼中， 真正的校企合作是双向奔赴
的默契。

走进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周口文理学院、西华
县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等院校与耕德电子共建

的“耕德学院”，生产线与教学区无缝衔接的场景
令人震撼。 “企业工程师带着生产任务来上课，学
生作品直接进入质检流程。 ”“耕德学院”负责人指
着正在组装电子元件的学生说， 这种 “教室即车
间、作业即产品”的模式，使毕业生上岗适应期缩
短至 3天。数据显示，“耕德学院”年均输送 900名
熟练技工，支撑起周口电子信息产业的人才需求。

在周口的职业院校中，像“耕德学院”这样的
“厂中校”“校中厂”比比皆是。 企业解决了生产场
地和人员的问题，实现了扩大再生产；学校引进

了新设备，节省了不必要的耗材；学生足不出校
就能实习，动手操作能力大幅提升。 学校与企业
合作共赢，真正成为了“命运共同体”，共同为职
业教育的发展贡献力量。

随着电商购物节临近，在商水县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的电商直播实训基地，一场别开生面的模
拟实战正在进行。 “家人们，这款艾草产品，纯天
然制作……” 学生主播李婷面对镜头从容自如，
她身后的产品五花八门。 “企业提供真实产品和
运营数据，学生直播带货计入实战考核。 ”该校负
责人说，这种“真刀真枪”的实训，使毕业生成为
直播电商领域的“生力军”。

“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 ”这不仅仅
是一个口号，更是一种行动。 近年来，周口职业教
育校企合作模式不断创新，“订单班”“产业学院”

“实训基地”已成为标配。 河南科技职业大学与凯
旺科技共建智能生产线实训基地， 年输送人才
1.2 万人，本地就业率 92%；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开
设“田间课堂”，与金丹乳酸等企业联合培养新型
职业农民，毕业生本地就业率 85%。

目前， 全市建成 21 家省市级产业研究院，投
入研发经费 2.28 亿元，为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大的
动力，授权专利 83 项 ，实现了 “课堂—车间—研
发”全链条贯通，让教育与产业无缝对接。

“这种‘把课堂搬进车间，把车间引入校园’
的模式， 让周口职教学子未出校门已成 ‘准员
工’。 ”市教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企业的技术
标准成为教学大纲，当学生的实训项目成为企业
的研发课题，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
模式，正在重塑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范式。

������在河南省中职学校第十七届“文明风采”竞赛活动中，西华县第
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学生王耀文荣获“数学基础素养与应用”一等
奖；在 2024 年泰国曼谷 ONE 冠军赛上，鹿邑县少林武术职业中等
专业学校学生魏锐战胜日本选手， 荣获该年度 ONE冠军赛雏量级
排名世界第一……这些闪耀的瞬间，正是周口职教育人成果的生动
写照。

沈丘县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16 年毕业生胡彭娟，2024 年
5 月份被河南师范大学录取为硕士研究生，走通了“中职—大专（本
科）—研究生”的升学之路。 商水县第二职业中专 2019 年毕业生陈
强，凭借专业技能，在汽车维修领域自主创业，现在周口市拥有 5
家门店，年收入超百万元。

周口职教以“人人皆可成才”的理念，托起学子出彩人生。 2024
年，我市职教毕业生平均起薪 5200 元，部分热门专业如智能制造、
新能源技术等毕业生工资超 7000 元。周口职教毕业生就业率 82%，
对口就业率 68%，用人单位满意度 85%，多项数据均优于普通大学
毕业生。

教育家黄炎培曾言：“职业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谋生，更是服务
社会，增进国家生产能力。 ”如今，职教学子正成为服务周口的生力
军。 商水县卫生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年培训护理员 400 余人，缓解基
层医疗人才荒；项城市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创办的电商公司，带动
周口百余名乡亲就业；周口宛丘职业高中应急救援技术专业学生，
多次参与本地抗洪抢险，被赞为“平民英雄”。

在全球制造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中国正从“制造大国”迈
向“制造强国”，而职业教育正是实现这一跨越的关键路径。 纵观周
口的职业教育，从项城中专的“复合型人才摇篮”到周口宛丘职业
高级中学近 100% 的升学率与就业率，从商水县第一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模式到周口世纪美容美发中等专业学校

的高技能人才培养，处处涌动着“教育赋
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精彩篇章。

作为制造业大国，我国技能人
才缺口达 2000 万。 近年来，职业
教育蓬勃发展 ，“技能报国 ”成
为新趋势。 这些年轻工匠正活
跃在智能制造、 现代服务、乡
村振兴等领域， 用精湛技艺
证明： 职业教育不仅能成就
精彩人生，更是支撑制造强国
的重要基石。

������从最初的职教萌动，到如今的产教融合典范；从单一
技能传授，到全链条人才培养，周口职教人始终保持着“赶
考”的清醒与坚定。

站在新起点，周口职业教育正以昂扬之姿描绘发展新
蓝图。“未来 5年，我们将聚焦临港经济、智能制造、现代农
业三大主攻方向，以人才匹配度超 80%、‘双高校’覆盖率
达 30%、综合高中班超 50%，启动中本贯通‘3+4’（3年中职
+4 年本科）试点改革为目标，全力打造‘技能河南’示范高
地。 ”市教体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振说。

这不是简单的数字承诺，而是周口职教人对这片土地
最深情的告白———就像诗人艾青笔下那份炽热的土地之
爱，周口正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诠释对教育事业的热忱。

夯基垒台 硬核实力锻造职教“新高度”

破壁融合 产教共生激活发展“新动能”

校企联姻 双向奔赴共育数智“新工匠”

技能报国绘就城市“新未来”

匠心筑梦

结 语

上上图图：：无人机教学场景。。

左左图图：：学学生生在在造造船船厂厂实实习习。。

������舞蹈专业学生在广西参加
社会实践。

舞蹈专业课教学场景。

学学生生在在机机械械创创新新设设计计大大赛赛中中获获奖奖。。

记者 王伟宏 朱东一 田亚楠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