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
吉林省推动盐碱地综合利用实施方案
(２０２４年度) 省自然资源厅 第二季度

３
吉林省落实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
计划»实施方案

省生态环境厅 第二季度

４
加强吉林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
意见

省生态环境厅 第二季度

５
吉林省加快构建 “４６４”新格局规划
纲要 (２０２４－２０３０年) 省发展改革委 第三季度

６
吉林省有效降低社会物流成本推动物
流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省发展改革委 第三季度

７
吉林省支持冷链物流高质量发展若干
措施

省发展改革委 第三季度

８ 吉林省教育强省建设规划纲要 省教育厅 第四季度

吉林省教育厅关于深化全省职业教育专业结构改革

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吉教职成 〔２０２４〕３号

各市 (州)教育局,长白山管委会教育科技局,梅河口市教育局,各高

职院校:

为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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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加快推进吉林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

构建与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相匹配的职业教育专业体系,提升职业教育质

量和服务发展能力,现就深化全省职业教育专业结构改革提出如下指导

意见.

一、工作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主动服务吉林

省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４６４”产业新格局,深化职业教育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职业教育专业结构布局与现代化产业结构布局高

效匹配,形成与我省优势产业、战略性产业、新兴产业集群共生共长良

好态势,促进职业学校办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全面提升,为吉林全面

振兴率先实现新突破提供强有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统筹规划.将职业教育发展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紧扣

吉林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任务,适应新型工业化、新质生产力发展要

求,综合分析行业发展、产业规划和社会需求,优先布局支撑我省支柱产

业、战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急需紧缺专业.

(二)坚持产教融合.突出职业教育类型特征,深化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引导行业企业深度参与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和人才培养工作,

校企联合开展订单培养、学徒制培养,创新工学结合、双元育人模式,

加快形成产教深度融合、校企高质量合作的产教良性互动格局.

(三)坚持特色发展.聚焦职业院校办学优势、发展定位、服务面

向,保持战略定力,整合优质资源,建强特色品牌专业,实现错位发

展、差异化发展,防止 “同质化”,强化 “校校有特色”.

(四)坚持动态调整.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技术创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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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业升级需要,推动专业升级和数字化改造,完善有进有出、有增

有减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使专业发展规划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学校事业发展规划相协调.

三、主要任务

(一)对接产业新格局优化职业教育专业结构.紧密对接 “４６４”产

业发展新格局,调整优化专业布局.深度对接全省和学校所在区域产业

规划布局,建立健全职业教育校地联动发展机制,推动产教城一体化,

积极发展适应区域产业发展需求的专业,提升专业与区域产业适配度.

(二)支持增设新兴紧缺产业相关专业.适应产业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新趋势,对接新技术、新业态、新职业岗位需求,支持增设

支撑我省支柱产业、战略新兴专业、未来产业发展的专业.做优一产专

业,支持发展种子生产与经营、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现代农业装备

应用技术、畜禽智能化养殖、现代粮食工程技术与管理、粮食储运与质

量安全、农业生物技术等涉农专业,支撑现代化大农业和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做强二产专业,支持发展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智能光电制造

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智能制造装备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智慧水利技术、水利水电工程智能管理、无人

机测绘技术、风力发电工程技术、高分子合成技术、氢能应用技术、新

能源材料应用技术、药品生物技术、制药工程技术等先进制造业领域专

业,支撑新型工业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做实三产专业,支持发展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现代家政服务与管

理、现代物流管理、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冰雪运动与管理、冰雪设施

运维与管理等服务业紧缺专业,支撑现代服务业发展.

(三)裁撤过剩低水平专业.主动调减撤销办学条件弱、培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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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就业率低、非急需紧缺、非新兴领域、存量布点过多的专业.对需

求饱和的计算机应用技术、大数据与会计、护理、汽车制造与试验技

术、音乐表演、舞蹈表演、表演艺术、绘画、播音与主持、电子商务、

工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行政管理等专业原则上限制新增.严格控制

教育类、医学类等国控专业设置,设置国控专业的学校要提前征求相关

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原则上除师范类、医学类院校,其他类型学校一律

不得新增设置师范类、医学类国控专业.除社会民生紧缺急需专业外,

对就业去向落实率连续２年低于６０％的专业采取调减、暂停招生、责令

撤销等措施.坚决避免为了降低成本而设置低成本专业,以及单个专业

招生规模过大、盲目追求 “大而全”等现象发生.严禁跨专业大类开展

中高职贯通培养,医学类国控专业原则上不得与非国控专业之间开展中

高职贯通.

(四)推动专业集群式发展.主动适应现代产业对复合型、创新型

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立足办学优势特色,围绕产业链打造核心专业群,

合理错位岗位面向、打造专业基础平台、加强专业互动支撑,构建 “专

业集群＋产业链”的专业体系、“平台＋模块”的专业群课程体系.中

等职业学校设置专业数原则上不超过１５个,涉及专业大类一般不超过

４个,重点建设和打造专业群一般不超过３个.高等职业学校设置专业

数原则上不超过４０个,行业涉及专业大类一般不超过８个,重点建设

和打造专业群一般不超过５个.

(五)强化传统专业数字化升级改造.面向产业数字化新要求,全

面修订适应数字化新职业场景和新岗位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增加数字

化、智能化、绿色化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创新数字技术,优化专业课程内容,系统融入新技术、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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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新材料、新规范,加快推进 “数字化＋专业” “人工智能＋专业”

建设系统化改造课程体系.全面提升职业院校教师数字素养,提高教师

应用数字技术整合教育资源、实施教学活动的能力.鼓励开发建设数字

化新形态教材,推动数字化融媒体教材建设.

(六)深化校企合作共建专业.依托产业学院、工匠学院、市域产

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产教融合载体,进一步优化双元育人

模式、拓宽校企合作内容,校企联合开展委托培养、订单培养和学徒制

培养,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发课程教材、共建师资队伍、共

享实训基地,切实把岗位需求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课程内容与职

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深度对接,为企业量身定制专业化技能

人才.

(七)健全专业设置优化调控机制.各市 (州)教育行政部门要统

筹管理好市域内中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工作,研究制订市域内中等职业

教育专业设置与发展三年规划,实现市域内中等职业教育专业错位发

展,提升专业设置与本地产业结构的匹配度.各高职院校要制定专业建

设三年规划,广泛调研、深入论证、科学规划、明晰路径、分步实施,

切实构建起特色突出、适应需求、支撑发展的高水平专业体系.省教育

厅成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发挥专家智库作用,指导学校优化专业设

置,开展专业综合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作为调控专业设置和分配招生计

划的重要依据.建立激励机制,对发展水平高、服务能力强、产业急需

紧缺的专业,在项目、经费、招生计划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

吉林省教育厅

２０２４年４月２２日

—２１—

吉林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４１７ 部门文件

吉
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吉
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吉
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吉
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