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教融合，全面提升新时代职教水平 

海门中专校长徐忠畅谈发展 

如果说“十二五”期间的海门中专，是从一只最佳“潜力股”，成长为一名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等生”。那么，“十三五”期间的海门中专，则接过

“接力棒”，从一名“优等生”，成长为全省职教领域的“传统学霸”。这五年，

海门中专形成了 3 道风景线、5 大项目、8 大高地：全日制招生年均 2000 人以

上、年均 50 家以上国内外各类团体前来参观交流学习、本科上线年均 350 人以

上，这是“3 道风景线”；“国家示范学校”“省现代化示范校”“省领航学校”

“省智慧校园”，这是“5 大项目”；大赛的高地、师资的高地、科研的高地、

装备硬实力的高地、管理的高地、治理的高地、宣传和文化的高地、校企合作办

学的高地，这是“8 大高地”。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全面开

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机遇期，作为“省领航学校”，海门中

专也面临很大的机遇与挑战。  



一是海门城市化发展的新定位。2020 年海门撤市设区，成为南通接轨上海和

苏南的桥头堡，职业教育面临“天时、地利、人和”的难得机遇。新型工业化体

系的新构建、《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为我国工业强

国目标的实现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南通正着力构建富有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体

系，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和产业链优化升级，为职业教育发展创造了良好契机。

二是职教办学体制机制的新转变。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教育部出台《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江苏省出台《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印

发江苏省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行动计划》，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对接

科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优化学校、专业布局，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和育人机制

改革，给职业学校发展绘就恢宏蓝图。再说面临的挑战。一是产教融合亟待行动

破冰。虽然国家、省级层面相继出台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的制度文本，但

受制于诸多主客观因素，学校在具体落实上步履维艰，行动跟不上要求，导致校

企合作深度不够、现代学徒制以点带面工作进展缓慢。二是师资结构亟待转型优

化。学校教师数量充足，但文化课教师偏多，部分专业的师资紧缺，专业教师中

“双师型”教师占比不高，部分主干专业缺少名师领衔。学校高素质兼职教师的

引进数量偏少，在教师招聘中自主权行使不够，面向企业一线招聘教师的政策尚

未真正落地。  

“十四五”时期，海门中专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加快落实《国家职业教育

改革实施方案》精神，以《江苏省职业教育行动计划》为指南，以“领航计划”

建设项目为契机，调优结构，提升质量，坚持“构建人才高地、创造生命价值”

办学理念，坚持“服务学生更高质量就业与升学、促进地方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发

展”办学方向，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健全制度为保障，以技术运用为动力，以



师资优化为关键，以产教融合为抓手，以质量效益为核心，全面提升新时代职业

教育现代化水平和服务能力，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技术技能人

才支撑。海门中专的总体策略是牢记“扎根江苏、引领全国”的领航学校使命，

立足本地、周边专业（产业）领域和区域，深入探索适合学校办学水平持续增强、

办学质量稳步提升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切实办好以五年制为主体的“就业有

优势、创业有本领、升学有渠道、终身发展有基础”的新时代职业教育，围绕“党

建引领、模式创新、高职特色、品牌彰显、发展领航”的总体目标，做大高职、

做精单招、做强专业、做优师资，全力冲刺建成独立建制的五年制高职学院，更

好地服务于区域产业升级，全面提升学校领航职业教育发展的影响力和贡献度。 

“十四五”期间，海门中专将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花

大功夫：一是制度领衔，完善现代治理体系。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提升学校治理

水平，以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为朝向，全面完善《学校章程》，实现“制度管人”

“制度管事”，推动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推

动科学高效运行，整合部门职能，力避交叉管理、低效管理，推行“矩阵式”“扁

平式”管理；优化内部工作流程，实现制度流程化，全面推行精细化管理，定期

举办中层干部“精细管理”智慧大讲坛，全速推进“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

分配”等方面的信息化管理步伐，实现“管理制度化、制度流程化、流程信息化”，

提高办事效率，让师生共享管理带来的“红利”。二是多元并举，健全内控和诊

断机制。诊断领跑，架构质量保障体系，建立基于标准化教学设施、完整教学工

作状态数据、学校自我诊断自主发展、上级行政部门有效监管的内部质量保障体

系；以中职学业水平考试为抓手，建立内外结合、多元并举、客观公正的教学质

量评价体系；以“全员参与、全面管理、全面监控、自主诊改”的诊改自觉，顺

利通过中等职业学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试点学校复核，完成教诊改试点任务，



为同类学校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示范；完善协商共治模式，实现重大事项科学决

策，充分保障和发挥教代会、学代会在学校治理中的决策、审议和评议作用，广

纳群言，广集民智。  

服务地方是职业教育的使命，海门中专将发展优质融通的职业教育。坚持以

建设省中等职业教育“领航计划  50 强”为契机，积极加强区域产业结构和技术

革新调研，健全对接产业、动态调整、自我完善的发展机制。一是大力推进省级

现代化专业群和省级现代化实训基地建设，主动服务地方大项目建设，打造更多

“地方离不开”的专业。二是弘扬工匠精神，树立标准化办学意识，将人才培养

和教育教学关键环节的标准化建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和“突破口”，

参照省定标准，建立健全标准体系，争做标准落实的“示范者”。三是继续深化

职教集团建设，积极谋求与中天钢铁、正余机器人小镇联合开办现代产业学院，

推行现代学徒制，让产业升级的“红利”与产教融合的“福利”惠及更多学子。

四是探索产业学院混合所有制办学模式，打造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命运共同体，跨

学校跨专业跨区域整合教学资源，做强做大中南建筑产业学院，将之培育成为校

企合作示范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