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2022年5月25日星期三首席编辑：刘浩责任编辑/版面设计：谭斯惠九州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记者徐壮）专业更
新幅度超过70%、与企业共建实习实训基地数量
年均增长8.6％、高职学校招生人数接近翻倍、全
日制来华留学生规模达到 1.7 万人……数据显
示，10 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不断固根基、补短板、
强弱项、扬优势，发生格局性变化。

教育部 24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党的十
八大以来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效。教育部职业
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表示，回顾过去
10年，职业教育在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深化产教融合、与普通教育相互融通、不同层次
职业教育有效贯通、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
并重、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扩大开放水平等 7 个
方面取得了明显发展。

调查数据佐证了这一判断——在现代制
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
70%以上的一线新增从业人员来自职业学校
毕业生。

“职业教育的地位价值和社会认同度越来
越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
任邢晖分析，经过10年发展，职业教育呈现了定
位类型化、办学多样化、体系融通化、制度系统
化、合作纵深化、责任下移、高质量为重的新特
点和新局面。

职业学校毕业生给顶尖高校学生讲课，这
一场景早已成为现实。毕业于陕西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的邢小颖，2014 年时以专业综合排名第
一的成绩被推荐到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
任教，为本科生讲授实践课。

邢小颖如今骄傲地说：“有时，学生问我是
不是清华毕业的？我会从容地告诉他们，我是
高职毕业的。”

陈子季认为，职业教育之所以在 10 年间取
得长足进步，不仅由于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
生的历史性变化、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给职业教
育发展提供了巨大需求和坚实条件，也因为我
国始终把构建职业教育完整体系作为核心任
务与逻辑主线，不断创新制度设计、加大政策
供给，努力将职业教育建设成为一种对经济社
会和个体发展具有特定功能的教育、一种有着
广泛需求基础的教育、一类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
的教育。

我国职业教育10年间发生格局性变化

据新华社电 记者 5 月 24 日从教
育部了解到，为加强职业教育教师队
伍建设，教育部决定开展职业教育教
师队伍能力提升行动，其中包括完善
职教教师标准框架、提高职教教师培
养质量、健全职教教师培训体系、创新
职教教师培训模式、畅通职教教师校
企双向流动等。

教育部在部署开展相关行动的
通知中提出，鼓励具有推免资格的高
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
读职业技术教育硕士，鼓励支持高等
职业学校在职专业课教师报考硕博
士研究生，毕业后回原校履约任教。
启动全国职业院校名校长（书记）为
期 3年的培养培育。启动建设一批国
家级“双师型”名师（名匠）工作室和

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由院校教学
名师或具有绝招绝技的技能大师（专
兼职）组建。

为畅通职教教师校企双向流动，
教育部提出，对国家级职教教师企业
实践基地进行调整补充，加强规范
管理，调动企业承担更多培训义务，
形成政、校、企合力。将地方优质企
业基地纳入全国基地网络，为教师
提供更多优质资源和选择空间。支
持职业院校设立一批产业导师特聘
岗，聘请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
人才、管理人员、能工巧匠等，采取
兼职任教、合作研究、参与项目等方
式到校工作，推进固定岗与流动岗
相结合、校企互聘兼职的教师队伍
建设改革。 （记者胡浩）

2022 年
4月29日，在
西安铁路职
业技术学院，
学生在动车
组VR智慧课
堂上模拟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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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将开展职业教育教师队伍能力提升行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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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记者董瑞丰、顾天
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实现农村贫困人
口基本医疗有保障。截至 2021年底，全国已有县
级医疗卫生机构2.3万个，乡镇卫生院3.5万个，村
卫生室59.9万个，实现县乡村全覆盖。

在 24 日举行的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
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乡村振兴办主任、财务司司长
何锦国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消除乡村医疗卫
生机构和人员“空白点”、提升县级医院服务能力、
因户因人因病精准施策、重点地区重点疾病防控
四个方面着手，我国深入实施健康扶贫工程，农村
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更加健全，群众就近看病就医
更加方便。

健康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战役。何
锦国介绍，脱贫攻坚期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资金
1.4万亿元，支持脱贫任务重的25个省份卫生健康
事业发展。

十年来，我国历史性解决了部分地区基层缺
机构、缺医生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信息显

示，我国已实现每个脱贫县至少有 1家公立医院、
消除了 6903个村卫生室无村医“空白点”、累计帮
助近1000万个因病致贫家庭摆脱贫困。

增强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同时，预防因病致
贫返贫、实施大病集中救治十分关键。全国健康
扶贫动态管理系统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已对
290 余万患大病家庭进行专项救治，对 1216 万因
患慢病致贫的贫困家庭进行慢病管理。

“帮扶措施落实到人、精准到病，对贫困患者
实行精准分类救治。”何锦国说，截至2020年底，健
康扶贫工程已累计救治 2000多万人，曾经被病魔
困扰的许多家庭挺起了生活的脊梁。

行百里者半九十，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重要标志。按照《关于巩固拓展健康扶贫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我国将进一
步巩固拓展健康扶贫成果，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加
坚实的健康保障，包括守住防止规模性因病返贫
的底线、守住保持乡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的底
线、全面提升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等。

我国医疗卫生机构
实现县乡村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