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山 市 教 育 和 体 育 局

中教体函〔2024〕32号

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关于市十六届人大四次
会议第2024095号建议答复的函

罗炜强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大力发展面向乡村的中、高等职业教育，

为我省“百千万工程”提供基础人才的建议》（建议第2024095
号）收悉，经综合市委政策研究室（市委改革办）、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农业农村局、中山市“百千万工程”指挥

部等单位意见，现答复如下：

关于强化规划统筹，错位发展全市中等职业教育；提高办

学水平，推动乡村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鼓励产教融合，推动社

会力量参与乡村职业教育；加强就业引导，促成乡村留住更多

年轻人等建议，内容中肯，可操作性强，我局全部吸收采纳。

一、关于强化规划统筹，错位发展全市中等职业教育的建

议

此前我市实行市镇两级举办职业教育，2016年6月，8所镇
街办中职学校移交市教育体育局，实行市级统一管理。2019
年11月，我市狠抓学校和专业结构布局调整，将全市教育系统
公办中职学校由10所调整到6所，专业结构得到了优化，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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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进一步提高。截至2024年5月，全市5所中职学校获评广东
省首批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单位，创建广东省中等职业教育

“双精准”示范建设专业16个，涉及学生占在校生总数近20%，
其中6个专业已通过省“双精准”示范专业认定。下一步，我市
将围绕产业链建设专业群，精准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

现有专业基础上通过“增设、改造、整合”等方式，围绕战略

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培

育发展出一批专业群。大力开展专业分类整合，对我市中等职

业学校现有专业进行分类，将现有的专业划分为急需类、改造

类、限制类三类。通过联合有关专业机构、实体，协助学校设

置和完善相关的休闲农业、农业旅游、乡村规划建设等课程，

为未来培养一批乡村振兴基础人才。

二、关于提高办学水平，推动乡村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鼓

励产教融合，推动社会力量参与乡村职业教育的建议

中高职教育是职业教育中不同层次的教育，遵循人才成长

过程转化规律，只有中高职衔接、协调发展，才能更好地满足

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发展的需求。我市探索中高职协同发展机

制，推行中高职一体化发展，努力扩大“五年一贯制”“三二

分段”招生培养规模，促进市域内高职院校招生优先面向市属

中职学校招生，推进中高职一体化专业建设，推进培养目标、

课程教材、专业实训、考核评价等方面无缝衔接。

我市职业技能培训课程贴着产业办，将培训课堂开在车间

地头，为我市“一镇一品”送去定制式培训模式。如：中山市

沙溪理工学校派专业教师到元一、通伟等多家大型服装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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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培养200多人完成缝纫工（中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的培训与考核。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联合企业建立乡村振兴和

实践培训基地、中山市特种作业技能培训与考试基地，开展乡

村工匠、特种作业等技能培训与鉴定，为超过200家企业提供
咨询、培训、专利攻关等服务。中山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通过

承接“荔枝菠萝文化节”等直播助农项目，开展“探花姐姐”

电商直播培训，带领260多人通过线上引流、直播带货、开放
家庭园艺DIY和花艺造景代加工等方式拓宽销售渠道，实现在
家门口灵活就业，增收近千万元。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和中山市

现代职业技术学校与大信餐饮公司等企业合作，持续推进多元

融贯的粤菜师傅育人模式。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广府金绣”获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乡村振兴专业委员会授予“全国乡村创业人

才技能培训基地”，并开展线上和线下培训。

下一步，我市将引导市域内高职院校与中职学校“同频共

振”，通过多元方式鼓励和支持在职业院校开设涉农培训课程，

大力推动农村社区相关工作人员、新型职业农民接受涉农继续

教育，畅通农村干部、新型农民学历职业教育和职称评审通道。

进一步协调好学校、企业和政府三方力量，为涉农企业、社会

力量参与农村职业教育提供支持。结合本地实际，鼓励各类社

会力量积极农业创新课程，建立传统课堂、云课堂、“三农”

实训基地“三位一体”的开放式课堂体系。

三、关于加强就业引导，促成乡村留住更多年轻人等建议

多措并举引导更多毕业生在本地就业，到乡村就业。通过

加强思想教育，引导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学生热爱中山、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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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建设中山。通过鼓励和支持普通高校、职业院校毕业生

加强本地就业，计划对普通高校、职业院校毕业生毕业当年与

本地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学生购买社会保险的，认定为本地

就业。拟每年对有关院校的本地就业率按校进行统计，并争取

将统计结果运用于专项经费分配。加强引导普通高校、职业院

校毕业生到乡村社区涉及社会治理、物业管理、园区运作、农

文旅项目等产生的岗位就业，主动对接适合年轻人创业发展需

要的乡村项目，鼓励青年通过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乡

村民宿、农耕文化体验、研学拓展等形式发展特色产业和自主

创业，建立农民创业孵化基地等平台，让青年人才与产业发展

同频共振。提升青年创业能力，并在教育培训、经验管理等方

面给予支持。鼓励年轻人传承和发扬具有本土特色又具有时代

生命力的工艺和业态，为推动我市“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贡
献力量。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您对市教育和体育局工作的关心支

持。

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

2024年7月2日

（联系人：赵志友，电话：89989381）



— 5 —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市政府办公室，市委政策研究室（市

委改革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农业农村局、中山市“百

千万工程”指挥部。

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办公室 2024年7月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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