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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省政协第 妈 号委员提案的答复

王`   员:

一、 林省职业教育发展基本情况



院校 27所 、本科院校开设高职专业或高职学院的 25所 ,高职(专

科)在校生 16.5万人;全省独立设置的中职学校 260所 ,技工

学校 62所 ,在校生 16.2万人。高职院校评聘
“
长白山技能名师

”

176名 ,中职学校设立
“
技能导师工作室

”23个 ,中 、高职院校

“
双师型

”
教师比例分别达到 5dO/0、 74%。 全省共成立各类职业

教育集团45个 ,已建成 4所 国家级高职示范 (骨 干)校、16所

国家级中职示范校;立项建设 25所省级现代职业教育示范校、

⒛个省级示范性实习实训基地;规划评审立项高职品牌专业(群 )

50个 、高水平专业 (群 )130个、中职示范专业 15o个 ,省级现

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35个 ,吉林市、辽源市,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等 13家单位被教育部列为现代学徒制试

点单位。成立中国工程院李玉院士为主任委员的全省职业教育教

学指导委员会,成立汽车、化工等 ⒛ 个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

会,率先建设全国唯一的国家职业教育博物馆和全国职业教育发

展数据中心。同时,按照教育部工作安排,积极推进省部共建职

业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省教育厅与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

心研究所签署共同推动省部共建职业教育试验区建设战略合作

协议。中职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本达到 30OO元 ,省属高职院校

生均经费达到 15000元 。

二、吉林特色职业教育发展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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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快建设吉林特色职业教育体系,打通技术技能人才成

长通道。近年来,吉林省积极落实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相关

文件,大力推进以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为主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建设,牢牢把握质量提升核心,积极探索系统培养技术技能人

才的新模式、新机制。从学制改革入手,探索建立中职—高职一

应用型本科的职业教育学制体系,不 断完善普通高校对口招生制

度、探索建立中职毕业生注册进入高职院校学习制度、规范发展

五年制高职教育、开展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项目试点,目 前 ,

开展了中职与高职
“
3+2” 分段培养、高职与应用型本科

“
3+2”

分段培养、高职与应用型本科联合培养等模式。改革中把握关键

环节,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课程衔接,规范转段升学 ,

加强教学质量管理,突 出技能人才培养特色,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

健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体系。

二是探索       。国务院印发的 《国家职业教育改

革实施方案》提出:推进资历框架建设,探索实现学历证书和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在有条件的地区和高校探索实施试点

工作,制定符合国情的国家资历框架。吉林省充分认识到职业教

育在资历框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几年前即开始通过课题立项 ,

从理念和研究层面探索资历框架建设,项 目单位积极开始试点,

资历框架解决了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二者间的融通和衔接。

-3-



出台了 《关于成立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试点院校联盟的通

知》(吉教职成[2017]45号 )和 《关于成立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

转换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吉教职成 [2017]54号 )要求 ,

开展了专科高职试点院校学分认定和转换工作的初步探索,委托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牵头制定了联盟章程和《吉林省终身教育学分

银行建设方案》(初稿 ),规范细化了学分认定和转换的试点工作。

资历框架的建立将进一步推动终身学习型社会建设,促进各类资

历互认,从而使学习者根据 自身和社会需要在教育系统与劳动力

市场之间合理流动和晋升,搭建起人才终身学习和职业生涯发展
“
立交桥

”,激励人的终身学习与发展。

出台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吉林省职业教育服务
“
全

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

改革实施方案》、《吉林省落实<高 等职业教

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⒛15丬o18年 )>实施方案》等一系 刂相

一 茌 一



要力量。

三、进-步推动吉林特色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举措

需求提供关键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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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提高国家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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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一步健全经费  机制,提升职业教育基础能力。优化

(联系人:尚鹤龄,联系电话:88905322)

韦 讦

2020年 4月 22日 印发吉林省教育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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