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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成〔2022〕24号

河南省教育厅等六部门

印发《关于推进职业院校服务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十项措施》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教育局、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工业和信息化局、科学技术局，

各高职院校，各省属中等职业学校：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河 南 省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
河 南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河 南 省 财 政 厅
河 南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
河 南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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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全面落实“万人助万

企”活动要求，提高职业教育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匹

配度和贡献率，现将《关于推进职业院校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十项措施》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并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健全机制。各职业院校作为服务产业发展的重

要主体，要提高站位、高度重视，建立由学校主要负责同志牵头，

分管领导负责，相关部门配合，定期沟通协调的工作机制。做好企

业需求征集、认领对接、跟踪指导，建立工作对接台账，按照工作

计划及时调度，切实做到责任落实、制度落实、人员落实。

二、主动对接，精准服务。各职业院校要增强服务产业发展

的责任感、使命感，主动联系行业企业，深入一线调研，挖掘行

业企业需求，结合学校专业优势特色，将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

新规范融入人才培养过程，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各地有

关部门要加强指导和支持，确保工作落地有效。

三、注重宣传，营造氛围。各职业院校要进一步做好职业教育

服务产业发展工作的舆论宣传，营造校企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共同

发展的良好氛围。各地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服务工作进展情况，注重

总结服务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并及时宣传推广。

四、压实责任，加强考核。各职业院校要增强责任意识，明

确目标任务，确保企业需求个个有着落、件件有回音。各地有关

部门要把服务产业发展情况纳入学校工作考核体系，切实发挥牵

引带动作用。省教育厅等省直部门将把服务产业情况作为项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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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资金分配以及“双高工程”建设学校调整的重要指标。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负责统筹推进辖区

内所属中等职业学校服务行业发展工作。各职业院校工作进展情

况采取季报制度，于每年 3 月、6 月、9 月、12 月底前登录

http://zydjcypt.yrcti.edu.cn/webroot/decision/login 上报

工作进展情况（初始密码为“ABC123456”），市、县属中职学校

工作进展情况由各地教育局汇总上报，各高职院校、各省属中职

学校工作进展情况直接上报。

联 系 人：魏 恒 任 远

联系电话：0371-69691878、69691863

系统填报技术支持：徐继业

联系电话：18637968900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2022年 1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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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职业院校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十 项 措 施

为推动职业院校结构与产业结构精准匹配，推进教育链、人

才链和产业链、创新链有效对接，全面增强职业教育服务发展能

力，现就推进职业院校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以下十项举措：

一、建立常态联系机制。职业院校要建立主要负责同志走访

企业制度，健全校企紧密、长效合作机制，打造校企命运共同体。

每所高职院校至少要联系 100家企业，中职学校至少要联系 50家

企业，其中各省级“双高工程”建设学校必须依托高水平专业群

联系服务至少 2家重点企业和 1家培育上市企业（名单见附件）。

二、调整优化专业结构。职业院校要找准办学定位，精准对

接产业发展需求，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以前瞻性战略眼光和

举措，升级装备制造、绿色食品、汽车制造等传统产业对应专业，

扩容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对应专业，

培育量子信息、氢能与储能、类脑智能等未来产业对应专业，推

动专业数字化改造。每所学校主要面向 2-3个产业建设 3-5个骨

干专业群，实现错位发展，形成专业与企业深度耦合、联动发展

的格局，重点遴选建设一批“助企示范专业”。

三、主动提供技术服务。支持职业院校利用高素质专业教师

和先进实训实验设备等资源优势，与企业共建一批技术技能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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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品设计中心、工艺技术开

发中心等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组建技术服务、技术研发团队，

为企业提供新产品、新工艺开发以及技术改造升级等服务，协助

企业解决实际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及工艺问题，助推产业发展。

四、合作搭建创新平台。推动职业院校与政府、行业、企业、

科研机构共建专业联盟、产业发展研究院、技术技能创新平台、

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通过“一对

一”“一对多”“多对一”等形式，推动校企共建共管产业学院、

企业学院、产业研发中心、生产性实训基地，推进行业企业与职

业院校协同发展、支柱产业与品牌专业共生共长。

五、广泛开展订单培养。鼓励职业院校根据行业企业实际需

求和用人计划，与企业签订“订单培养”协议，“量身定制”培

养符合企业岗位要求的职工队伍和技术能手。积极探索中国特色

学徒制培养模式，校企共同组织招生、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共同配备师资，缩短从学生向职工角色转变的适应期，实现招生

与招工同步，教学与生产同步，毕业与就业同步。

六、持续开展送教进企。针对企业职工对职业岗位的专业理

论和技术技能学习提升的需求，鼓励职业院校主动面向企业职工

采取送教进企业的形式，引导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接受高等学历

继续教育。根据企业实际生产需求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创新教学

形式，精心组织教学，切实满足企业职工提高学历层次和自身素

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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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积极承担职工培训。强化职业院校技能培训主阵地作用，

按照育训结合、长短结合、内外结合的要求，对接行业企业发展

需求，开展定向式培训，采取赴企业办班、上门培训等形式，积

极承担企业职工岗前培训、转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等职业培训

任务，全面提升企业职工技术技能水平，各职业院校年培训人次

达到在校生规模的 2倍以上。优先支持面向先进制造业、新兴产

业、未来产业领域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大人工智能、云计算、大

数据等领域新职业新技能培训力度。

八、深入推进人人持证。鼓励职业院校成立负责技能评价工

作的专门机构，主动为企业职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促进企

业职工执证上岗，提高企业职工整体素质。实施“学历证书+若干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助力企业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支持有条件的职业院校积极承担企业自主开展的技能岗位人员全

员定级、晋级评价等工作。支持企业职工在符合条件的评价机构

免费参加职业技能评价。

九、整合组建职教集团。整合现有职教集团资源，组建基于

职业教育专业大类的 20个省级骨干职教集团，采取独立法人实体

化运作。积极吸纳政府机构、行业组织、企事业单位、职业院校、

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集团化办学，每年发布产业行业人才需

求信息，实现职业院校与企业深度融合、集群化发展，促进集团

各成员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发展。推动职教集团内的职业

院校与企业之间采取“一校多企、一企多校”的合作形式，拓展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4%BF%E5%BA%9C%E6%9C%BA%E6%9E%8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1%8C%E4%B8%9A%E7%BB%84%E7%BB%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84%E6%BA%90%E5%85%B1%E4%BA%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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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企业路径、范围和项目。

十、创新建设产业学院。鼓励职业院校依托骨干专业与企业

合作建设产业学院，将其打造为集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科技服

务、学生创业、继续教育于一体的多功能办学实体，推动实现校

企之间信息、人才、技术、设备共享。支持高水平职业院校联合

行业龙头企业创新建设高水平混合所有制产业学院。

附件：重点企业及培育上市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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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重点企业及培育上市企业名单

重点企业（56家）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地

1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

2 中铁装备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

3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

4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郑州

5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洛阳

6 洛阳炼化宏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洛阳

7 鹤壁天海电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鹤壁

8 河南省淇花食用油有限公司（鹤壁） 鹤壁

9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油田分公司 濮阳

10 河南丰利石化有限公司 濮阳

11 灵宝黄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门峡

12 三门峡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三门峡

13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南阳

14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南阳

15 河南钧鼎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周口

16 河南辅仁药业有限公司 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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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地

17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

18 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

19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安阳

20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信阳

21 奇瑞汽车河南有限公司 开封

22 富泰华精密电子（济源）有限公司 济源

23 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 郑州

24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郑州

25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 洛阳

26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

27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

28 天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

29 河南万庄安阳物流园有限公司 安阳

30 安阳市红旗渠·太行大峡谷旅游景区 安阳

31 河南心连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新乡

32 河南驼人贝斯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新乡

33 新乡艾迪威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新乡

34 河南省中原内配集团 焦作

35 河南金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焦作

36 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 许昌

37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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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地

38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漯河

39 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服公司 漯河

40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商丘

41 河南金豆子蔬菜食品有限公司（商丘） 商丘

42 驻马店市王守义十三香调味品集团有限公司 驻马店

43 驻马店市开发区恒兴仓储物流有限公司 驻马店

44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郑州分公司 郑州

45 河南雪绒花母婴护理有限公司 郑州

46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郑州

47 开封市清明上河园股份有限公司 开封

48 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平顶山

49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

50 云台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

51 河南金大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漯河

52 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 信阳

53 益海（周口）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周口

54 河南亚太有色金属物流园 济源

55 河南花花牛实业总公司（郑州） 郑州

56 广州风神汽车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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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上市企业（38家）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地

1 洛阳 LYC轴承有限公司 洛阳

2 河南华泰粮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安阳

3 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鹤壁

4 濮阳宏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濮阳

5 河南亿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三门峡

6 南阳金牛彩印集团有限公司 南阳

7 河南普爱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周口

8 正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

9 河南平原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开封

10 岷山环能高科股份公司 安阳

11 谷麦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阳

12 濮阳圣恺环保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濮阳

13 河南新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

14 河南新正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南阳

15 郑州众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

16 河南省规划设计研究院 郑州

17 洛阳双瑞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洛阳

18 凯迈（洛阳）气源有限公司 洛阳

19 河南光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安阳

20 鹤壁元昊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鹤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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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地

21 河南科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

22 河南银金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

23 焦作科瑞森重装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

24 河南万里交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

25 商丘金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商丘

26 河南惠强新能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驻马店

27 河南博源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开封

28 平顶山东方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

29 河南神马催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

30 河南强耐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

31 河南江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

32 天壕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漯河

33 河南曙光汇知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漯河

34 信阳圆创磁电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

35 河南龙兴钛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源

36 河南金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济源

37 河南正佳能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

38 河南天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2年 1月 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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