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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为企业提供人才支撑

一、开展企业技能型人才培训

海盐县社区教育学院、海盐理工学校、海盐商贸学校联合成

立“海盐职成教培训中心”， 并与 9所成校建立“1+9”职成校

合作培训模式，开放职业教育各类实训资源，联合行业协会为企

业员工技能教育培训提供服务。

（一）确定海盐技能人才培训的重点方向。

根据海盐重点产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经与部门、企业、

专业教师多方讨论与沟通，确定重点举办高级钳工/车工/数控车

工/冷镦工/电子装配工/电工/烹调师/计算机操作员/电子商务

等工种的技能培训。

（二）建立技能人才培训的有效模式。

1.下“菜单”培训企业在岗职工

培训中心结合企业技能需要，开出了技能培训“菜单”，供

相关的企业和员工“点菜”，学校安排师资下到企业培训。目标：

下到大型企业 30 家，培训企业员工 2500 人。

2.接“订单”培训员工技能

培训中心接部门、企业的“订单”，组织师资并研发课程，

为企业员工开展的技能培训，完成企业的“订单”任务，提升企

业员工的职业能力。目标：接企业“订单”20 份，培训企业员

工 1500 人。

3.组“拼单”式技能培训

根据海盐企业特点，培训中心常年在校开设维修电工、钳工、

数控、电子装配工、CAD 等工种的培训，培训多安排在企业员工

上班之余的晚上，并采取滚动培训的方式，定期排班，学会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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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组织企业员工 2500 人开设 60 期到校各类技能培训；组织

1200 名企业负责人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同时组织退役士兵、大

学生 200 人进行就业技能培训；组织成长型企业 100 名高级管理

者参加经营管理培训班。

二、为企业招工搭建平台

每年 6月中下旬，由中职学校组织本地生源的高校毕业生返

校，邀请企业参加，举办人才招聘会，为企业招收海盐籍大学生

人才和技术型员工提供信息，搭建好平台。

每年高三学生顶岗实习前，学校专门为重点企业举办实习推

荐会，请企业到校宣讲，优先保障重点企业录用学生顶岗实习，

为企业提供用工储备和用工便利。

三、优化专业结构，精准对接产业

职业学校主动与重点企业对接，根据产业特点，深入推进职

业学校专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设置新兴专业，调整传统专业培养

目标，打造品牌专业。根据企业需求，职业学校与高职院校在人

才培养目标、培养层次、培养方向以及课程体系建设等方面多元

结合，通过五年一贯制、“3+2”、单考单招等多种途径，为企业

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四、校企合作，开展产品研发，实施双元育人

职业学校与企业共同成立研发中心，发挥职业学校在理论、

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为企业在产品研发、技术革新等方面提供支

持。

根据企业人才需求规划，校企合作设立“定向班”，实行订

单式培养，按照工学交替形式，开展“双主体育人”，并逐步深

化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探索，为企业培养实用人才。

我县职业学校与丹麦南方职业技术学院有着良好的合作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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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如果企业有需求，可由企业、家庭、学校共同出资，在职业

学校组建“国际班”，通过定期的留学深造，三方共同培养，为

企业培养高端的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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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保障子女入学

一、对引进的县属各类非国有（控股）企业（不含金融、保

险企业）人才，根据教育资源与人才类别（顶尖人才、高端人才、

高级人才和优秀人才）等因素，由教育局统筹安排其子女到公办

学校就读。人才类别由县人才办认定。

二、经商务局和经信局认定的招商引资重大项目，企业副总

及以上高管子女，根据教育资源情况由教育局统筹安排公办学校

入读。

三、对引进的未能达到县级人才政策及积分制政策条件的专

业技术人员或特需技术人员，由企业申报经所在镇（街道）相关

部门认定后，就近入读所在镇（街道）公办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