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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解 县 域 高 质 量 发 展“ 人 才 荒 ”
今年9月一入学，15岁的吴易航一

下有了3个新身份：辽宁省凤城市职教
中心2024级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学
生、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凤城市乡村
振兴学院学生、凤城太平洋神龙增压器
有限公司准员工。“乡村振兴学院不仅能
圆我的大学梦，还解决了我的就业。”吴
易航兴奋地对记者说。

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辽宁省教育厅
推出的乡村振兴学院正式挂牌运行。据
了解，首批15个乡村振兴学院的建设名
单，已于今年1月面向社会公布。经过大
半年的筹备，今年9月，591名学生成为
15个乡村振兴学院的第一届学生。

“我们对接县域产业发展需求，加大
社会协同力，通过县级职教中心、高职院
校与县域重点企业三方‘校地企’合作的
方式共建乡村振兴学院，提高民生保障
力，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新时
代辽宁全面振兴。”辽宁省教育厅党组书
记、厅长王庆东说。

县域产业发展，急需专业人才
“我在公司分管人力资源，我们加个

微信，你看看我的朋友圈，常年招聘，就
是缺人啊。”一见面，凤城太平洋神龙增
压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翟昕晖就向记者
倒苦水，感叹企业招人不易。

太平洋神龙增压器有限公司位于凤
城市现代产业园内，7.5万平方米的占地
面积、气派的办公大楼、宽敞的生产车
间、200多台数控加工中心，无一不彰显
着企业实力。“我们是全球涡轮增压器领
导品牌、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和辽宁省‘瞪羚企业’。”翟昕晖自豪地展
示企业获得的各项荣誉。

这样一家优秀的企业，却面临着常
年缺人的窘境。翻看翟昕晖的微信朋友
圈，果然如她所说，几乎都是招聘广
告——“数控操作工，成手学徒均可，带
薪培训，每月8000元到10000元”“通勤
车+食堂+宿舍+五险+免费旅游+节日
福利，收入可观且稳定”……一家位于辽
宁县级市的企业能开出这样的待遇不可
谓不优厚。“我们也尝试过到当地一些高
校招聘，学生们一看企业介绍，都挺感兴
趣，但一看工作地点是在县城，都打了退
堂鼓。”翟昕晖说。

凤城市政府办副主任姜道龙告诉记
者，凤城市2023年的GDP为204亿元，

增速6.5％。凤城市工业基础雄厚，目前
主导产业增压器及零部件企业近200
户，年产量 400 多万台，约占全国的
15％，产值近40亿元。“增压器行业企业
目前不仅缺设计方面的中高端人才，一
线技术技能人员缺口也比较大，像机床
操作、产品检验、装配、包装等中级以上
技能人才的缺口很大。”姜道龙说。

不仅是凤城市，在记者到访的岫岩
县、义县、建昌县等县市，企业负责人都
表示，专业人才不足是企业发展的最大
制约。

位于辽西南的建昌县，曾被称为辽宁
“脱贫攻坚路上最难啃的‘硬骨头’”。在
摘掉贫困帽后，建昌县努力做大工业，积
极做深农业，推进特色农产品“接二连
三”融合发展。建昌县副县长王静告诉记
者，建昌县选定牡丹产业，全力打造国家
花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北方油用牡丹
产业高新技术研发中心、东北地区牡丹生
产示范和精深加工基地。

县里的龙头企业天香源（辽宁）生物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东北地区最大的
牡丹种植繁育基地。公司集牡丹新品种
培育、生态种植、产品精深加工、文旅产
业于一体，目前已经投资4亿元，种植油
用牡丹 3000 亩，带动农户种植 2000
亩。“招不来、留不住、用不好，人才是我
们最头疼的问题。科研这块我们和全国
主要农林院校还有中国科学院都有合
作，现在最缺的就是牡丹产业技术推广
和产品精深加工技术技能人才，园艺、土
壤、组培、嫁接都需要，还有水保、导游、电
商，人才需求差不多有3000人。”公司董
事长任立民告诉记者。

五年贯通培养，为乡村振兴留住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努力留住现

有人口。根据今年初发布的数据，辽宁
2023年人口净流入8.6万人，扭转了自
2012年以来的净流出局面。这背后，是
2023年辽宁GDP增速达5.3％，工业运
行创近年来最好水平，产业发展向好。

不过，要留住现有人口，不仅要有产
业，还必须有政策。2023年，辽宁出台
《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方案
（2023—2025年）》，全面推动高质量发
展。辽宁省教育厅据此制定了《辽宁教
育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方案
（2023—2025年）》，乡村振兴学院建设

是行动方案中“教育振兴乡村”工程的一
项重要内容。

“我们加强对乡村振兴的政策供给，
创新乡村振兴学院办学模式，依托县级
职教中心，组织高职院校与县域重点企
业共建乡村振兴学院，实施五年一贯制
贯通培养，通过市域内定向招生、县域定
向就业让人才‘留得住’；通过产教资源
精准对接让人才‘下得去’；通过深化校
企合作、产教融合让人才‘用得上’，缓解
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流失、企业无
人可用的困境，不断提高职业教育服务
乡村振兴的能力与水平。”辽宁省教育厅
副厅长曹兰说。

辽宁省教育厅职成处处长苏云海告
诉记者，省教育厅对乡村振兴学院的建
设提出了五个“务必”：务必做到基于岗
位能力要求，一体化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重构课程体系；务必安排1—2个学期，
到高职院校进行理论学习和素质教育；
务必采用学徒制、工学交替等方式开展
订单、定制培养；务必发挥重点企业的一
线高水平技术人才和实训资源优势，提升
学生的技能水平和岗位适应能力；务必采
用市域内定向招生、县域定向就业方式，
为县域经济发展留住人才。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岫岩县乡村
振兴学院位列首批15个乡村振兴学院建
设名单之中。得知记者要到岫岩县采访，
时任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鲍
风雨决定一同前往，看看乡村振兴学院的
建设进展。一行人到岫岩县职教中心门
口，等在这里的职教中心党委书记张金玲
热情地迎上来，边握手边说道：“鲍书记，
我们已经按照您上次来时提的建议，把实
训室的数控车床重新进行了摆放。”鲍风
雨告诉记者，之前实训室的车床和料堆位
置不利于学生操作，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
患，“我们要按照企业真实的生产环境来
布置我们的实训车间，这样才能缩短学生
到企业的适应期”。

据鲍风雨介绍，乡村振兴学院数控
专业教学团队在深入调研行业企业背景
及精准把握人才需求的基础上，设计了
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方案打破
了传统的课程界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岗位能力为核心，以项目化教学为手
段，以工学交替为特色，为学生提供了一
条既实用又高效的成长路径。

校企合作，让技能人才下得去用得上
乡村振兴学院项目一经推出，企业

闻风而动。凤城市时代龙增压器制造有
限公司和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之前曾
经有过合作，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准
备推荐它为乡村振兴学院合作企业。消
息传到太平洋神龙增压器有限公司这
边，企业坐不住了，翟昕晖找到凤城市职
教中心，希望能加入人才培养“共同
体”。“一年几十个实习岗位对于我们来
说很容易，还需要企业提供什么支持尽
管提。”翟昕晖表示。

“技能人才都是在实际工作中练出
来的。我们凤城市职教中心舍得投入，
这些增压器企业也大力支持，把生产设
备送到了我们学校，让学生‘真刀真枪’
地练，增强动手能力。”凤城市职教中心
党委书记葛金铭说。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王岩
告诉记者，为了使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契
合企业的需求，乡村振兴学院五年制人
才培养方案按照企业需求进行了设计，

“我们发挥凤城市增压器产业联盟的优
势，让行业融入，与企业共建，对接产业
链，融入增压器制造产业链各层次企业
的前沿技术和真实典型案例，才形成了
最终的方案”。

在建昌县，任立民表示，天香源公司
要与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建昌县职
教中心共同探索校企合作共建新模式，
在企业设立稳定的实验、实习、实训基
地，聘请中国科学院、农科院等合作单位
的专家、教授为乡村振兴学院学生授课，
提高学生的生产实践能力和科研能力。

“为了让企业有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注
入，我们愿意拿出企业利润的15％至
30％投入乡村振兴学院，在企业打造一
流的学习实践环境，让定向班、订单班的
学生带薪学习，为驻企教师提供专项奖
金。”任立民郑重承诺。

“面向未来，辽宁正在不断努力，打
通‘校地企’协同共建的培养链条，输送
服务企业、德技并修的高技能人才，全
方位赋能县域经济发展，推动乡村振
兴，让乡村振兴学院更有效地服务发
展大局，成为高素质人才成长的新路
径，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人才支撑。”
王庆东说。 （中国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