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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典型事迹的挖掘和宣传，落实职业院校毕业生在就业、落户、

参加招聘、职称评审晋升等方面与普通学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

的规定。对在职业教育工作中取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在有关领

域做出突出贡献的技术技能人才纳入有关表彰奖励评选范围。加

大技术技能人才薪酬激励，不断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县（市）和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推

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建设技能社会对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的重要意义，积极落实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完善人才战略布

局”“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的决策部署，充分认识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建立大的人才观，

将支持区域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纳入各县

（市）、各行业的整体规划，予以重点支持。

（二）加强组织实施。相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国家和省有关职

业教育的政策文件，向职业教育发展领先地区学习和借鉴经验，

从落实主动服务和全面保障角度出发，及时调整陈旧过时的部门

规章，打破束缚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壁垒。要细化本部门推动现

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建设技能社会的目标任务，加大政策供

给、建立工作机制、培育特色经验，打造一批扶持职业教育发展

和促进产教融合的重要成果。

（三）强化舆论宣传。各县（市）和相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好

“全国职教活动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全国双创活动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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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大力宣传国家职业教育政策和全市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

要成果，大力宣传建设技能社会的意义和内涵，营造全民支持职

业教育发展、人人参与终身学习的良好氛围，助力职业教育在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附件：工作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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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工作任务清单

序号 工作任务 责任单位

1 组织成立“思政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市教育局、职业院校

2 培养一批具有领域专长的专家型思政课教师 市教育局、职业院校

3
培育 20 门左右市级思政示范课程，遴选一批优质校本课程思政教

材
市教育局、职业院校

4 开展“大国工匠”“创新创业典型”进校园活动 市教育局、职业院校

5 培育 2 所省级“三全育人”典型学校 市教育局、职业院校

6 校企共建“江城工匠”文化教育基地，聘请劳模担任德育校长 市教育局、职业院校

7 2023 年底全市中职学校办学条件基本达标
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各

县（市）政府

8 巩固中高职贯通培养规模，支持有条件的中职学校附设综合高中 市教育局、职业院校

9
支持优质中职学校开展五年一贯制人才培养试点；开展中职学校

与普通高中学分互认、资源共享试点
市教育局

10
推动吉林市职教园区与国家级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双区一

体化”发展
市教育局、经开区管委会

11
使用中央和省级职业教育质量提升专项经费，重点支持市职教园

区中高职共用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
市财政局、市教育局

12 每个县（市）办好 1 所职教中心 各县（市）政府

13
支持磐石市职教中心异地新建，积极推动蛟河市产教融合实训基

地和永吉县实验职业高中二期建设项目
相关县（市）政府

14 推进 3 个“县域振兴示范性”职教中心建设
市教育局、相关县（市）

政府

15 实施城乡中职学校结对互助行动 市教育局

16
成立吉林市社区大学和老年大学，依托吉林市开放大学，探索基

于老年人文养的校企合作新模式

市教育局，各县（市）区

政府

17
建设一批老年课堂示范校和示范课程、一批社区教育示范基地和

优质网络课程

市教育局，各县（市）区

政府

18
深入开展全民学习教育活动，培育和选树一批“学习品牌”“百姓学

习之星”
市教育局，各县（市）区

政府

19 重点建设一批与产业紧密对接、实体化运作的示范性职教集团 市教育局、职业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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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任务 责任单位

20
支持职业院校依托骨干专业联合企业成立行业协会，2025 年末行

业协会挂牌在 3 家以上

市教育局、市民政局，相

关行业主管部门

21
在相关专业共建一批“江城工匠学徒班”，探索“工匠精神+专业技

能+企业文化”并修的人才培养模式
市教育局、市人社局

22
推动职业院校面向中小学生开展“劳动和职业体验教育”，建设一

批面向中小学生的“劳动和职业体验教育”基地，“十四五”末年均

培训规模达到 5000 人以上

市教育局、职业院校

23
促进国有大型企业和行业骨干企业，通过多种形式参与职业教育

和培训

市国资委、市工信局、职

业院校

24
重点建设 2-3 个集实践教学和真实生产于一体的高水平实习实训

基地、4 个面向技能人才紧缺领域的高水平专业化实习实训基地

和 17 个高水平校内实训基地

市教育局、市财政局、职

业院校

25 将政策性补贴培训和公益性培训向职业院校开放
市人社局、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总工会等

26
允许将一定比例的培训收入用于补充学校公用经费不足部分，学

校培训工作量可按一定比例折算成全日制学生培养工作量，优质

职业院校年培训人次达到在校生规模的 2 倍以上

市人社局、市财政局、职

业院校

27
建立职工技能提升培训平台，发挥精益工匠示范培训基地、职业

技能竞赛示范集训基地作用，围绕重大工程项目和重点产业发展

需求，开展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

市总工会

28 全面加强教育信息化建设，培育 2 所左右信息化标杆学校
市教育局、市财政局、职

业院校

29
培育 20 个市级“课堂革命”典型案例和 10 个省级“课堂革命”典型

案例
市教育局、职业院校

30
申报立项建设 20 门省级职业教育在线精品课程和 10 个专业教学

资源库，培育一批信息化标杆院校、标杆虚拟仿真实训基地以及

一批标杆智慧课堂、智慧车间和智慧图书馆

市教育局、市财政局、职

业院校

31
提高教学和实习实训投入，保障教学经费不低于学校当年支出的

30%，实习实训经费不低于 15%
市教育局、职业院校

32
高质量完成“双高”建设任务，支持成效突出的学校争取省级支持

专项资金和创建“全国千所中等职业教育优质校”，至少有 4 所学

校进入“全国千所中等职业教育优质校”序列

市教育局、市财政局、职

业院校

33
探索集中带量购买服务模式，系统培养各校教学创新团队，组建

专家智库团队
市教育局、职业院校

34 在重点专业大类成立 8 个左右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市教育局、市财政局、职

业院校

35
推动职业院校建立完善的大赛训练选拔机制，着力办好各层次职

业技能大赛
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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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任务 责任单位

36
扩大“1+X”证书的引进规模，支持建设 20 个左右优质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培训认证基地
市教育局、市人社局

37
将职业院校毕业年级“1+X”证书培训认证，纳入人社部门职业技

能培训专账资金保障范围
市人社局、市教育局

38
扩大学徒培养的规模和数量，根据政策将学徒制培养纳入免学费

政策保障范围
市人社局、市财政局

39 推动校企合作共建 10 个“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市教育局

40 重点建设 20 个左右“市级星级技能导师工作室” 市教育局、市财政局

41
职业院校对外开展技术开发、转让、咨询等服务取得的收入，可

按一定比例作为绩效工资来源

市教育局、市人社局、市

财政局

42 打造一批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基地”
市教育局、市工信局、市

国资委

43 创建一批省级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职业院校 市乡村振兴局、市教育局

44
鼓励职业院校与乡镇共建乡村人才培训基地，每年培训各类乡村

人才超过 2000 人次。支持市直职业院校承接乡村振兴专项人才培

养计划

市教育局、市乡村振兴

局、各县（市）政府

45
加强县级职教中心在“乡村振兴”领域开展培训的力度，培育一批

“乡村振兴”优质培训项目，扩大家庭农场生产经营、直播电商等

专业的招生规模，建设一批数字化电商直播基地

市教育局、各县（市）政

府

46 开展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求学圆梦”行动 市总工会、职业院校

47
实施基层学历提升计划和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医计划，为农村培养

乡村振兴带头人和医疗卫生人才

市委组织部、市教育局、

市卫健委

48 加强与宁波市职业教育的对口合作 市教育局、职业院校

49
落实新增教育经费向职业教育倾斜的规定，探索建立“基本保障+
发展专项+绩效奖励”的财政拨款制度，巩固完善生均拨款标准，

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市财政局、市教育局

50 支持职业院校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

教育局、职业院校

51
落实职业院校毕业生在就业、落户、参加招聘、职称评审晋升等

方面与普通学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的规定
市人社局

52
对在职业教育工作中取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在有关领域做出突

出贡献的技术技能人才纳入有关表彰奖励评选范围
市人社局

53 加大技术技能人才薪酬激励，不断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 市人社局、市财政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