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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标

这次很荣幸能够受邀参加晋江职业中专
学校建校70周年庆典活动。泉州不仅是海上
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也是“晋江经验”的诞
生地，产业发达、经济活跃，为职业教育的产
教融合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晋江经过多年的
探索，在全国县域率先构建起“中高本硕”贯
通培养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去年5月，晋江
市域产教联合体更是成功入选了全国首批国
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项目。

去年 3 月，我带领团队到晋江调研。今
年 7 月参加了在晋江召开的全国深化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现场推进会，聆听
教育部和相关部门单位对职业教育未来发
展的思考和规划，这次晋江之行，我开启了
对职业教育“晋江样本”的深入研究和提炼
工作。

晋江之所以能够成为引领全国职业教
育的范例，在我看来，主要得益于以下三大

关键因素——
一是国家政策层面的支持。这些年国

家对县域治理非常重视，而晋江职业教育
作为县域层面唯一入选的典型范例，其成
功经验证明了地方政府在推动职业教育改
革中的重要作用。二是晋江的经济实力雄
厚。晋江的民营企业从 2012 年的 1085.7 万
户增至2024年5月5517.7万户，12年增加了
80.3%，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连续二十余年
位 居 全 国 前 列 ，2023 年 全 市 GDP 完 成
3363.5 亿元，增速居全国十强县首位，强大
的经济实力为职业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实践
资源和就业机会，这对职业教育是一个强
大的支撑。三是人才留得住。晋江发达的民
营经济对人才有巨大需求量，为年轻人提
供了充足的就业岗位，让人才最终能够有
去处、留得住。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
课题组对去年首批职业本科毕业生进行了

跟踪发现，像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的学生毕
业后可以服务于安踏、万华等大型企业以
及央企、国企等，毕业去向落实率达到了近
92%，这是非常可观的。

从职业学校的具体实践而言，最终的
落脚点还在于产教融合，晋江职业教育在
这方面有很多创新举措。比如通过引入多
元化办学主体，如企业、社会组织等，打破
传统教育模式，积极推动与企业的深度合
作。晋江的职业教育体系通过与企业建立
包括技术合作、科技攻关、学徒制、共建实
训基地或二级学院等多种合作形式，促进
了资源共享与互利共赢。另外还通过建立
健全相关的制度保障，例如，给予中职院校
基建贷款贴息补助，落实社会力量举办职
业教育用地以及财税优惠政策，给予民办
高校贷款贴息、体育场馆设施改造补助等，
确保多元化办学主体的合法权益，为职业

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激发了企
业参与办学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从职业教育最终的成果成效来看，今
年7月份高考录取分数线出来后，有些职业
本科的录取分数甚至超过了部分专业本科
录取分数线，这反映了社会对职业教育、特
别是职业本科的认可。因此，我觉得职业教
育的选择，最终还要看学生能否顺利就业，
能否适应社会的需求。晋江在职业教育领
域的探索和创新是有意义的，也是值得很
多其他地方借鉴和学习的。

产教融合 孕育职业教育“晋江样本”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李菁 通讯员谢明
花 许冬福 黄凯杰 李莹 许培吟 吴秋瑜
实习生张亚欣 文/图）鲤城区89岁的翁老
伯迎来了“私人订制”服务，社区有专人上门
为他读书读报；丰泽区的老李因中风偏瘫，
每天有医护人员上门为他进行康复治疗；因
患病无法出门的老杨，等来了银行工作人员
上门办理换卡业务；泉州数字经济产业园
里，专属的“政务事务官”让企业和群众“零
跑动”……在泉州，越来越多的上门服务项
目，彰显出城市的温情与温度。

政务服务零距离，上门服务让市民办
事“少跑动”，甚至可以“零跑动”。全国首创
的“数字政务门牌”，将政务二维码与地址
二维码合二为一，挂在市民的家门前。市民
只要扫一扫家门口的二维码，就能进入泉
州数字政务大厅办理相关事务。通过对
120个高频事项进行全要素标准化梳理，
泉州构建了便捷的手机导引平台。截至目
前，“数字政务门牌”已覆盖13个县（市、
区），接入二维码户室牌数量472.82万个，
累计服务超过500万余人次，提供办事攻
略指引200万余次，帮办服务20万余次，
代办服务10万余次，有效破解了群众办事

“找不到”“不懂办”“跑多趟”等问题，将政
务服务从服务大厅延伸触达家门口“最后
一米”。

医疗服务送上门，市民在家就能享受
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随着我省改善护理服
务行动、“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开
展，泉州拓展护理领域，开展延续性护理服
务，合规积极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泉
州医高专附属人民医院开设了居家延伸护
理服务，帮助市民在家中获得更便捷的护
理支持；丰泽区推出中药调剂、煎煮、配送
的“一条龙”便民惠民服务等，也让市民无
需出门便能享受高效的医疗保障。同时，泉
州市的家庭病床服务也正快速开展，已有
80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超700名医护
人员参与，为更多需要长期护理的市民提
供帮助。

金融服务上门办，对市民来说也已不
算新鲜事。针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和特殊
群体，金融机构及时开展上门服务和延伸
服务，解决了客户的“急难愁盼”。此外，部
分金融机构还进行适老化改造，以提供更
优质的适老化金融服务。

上门服务不仅是便民举措，更是为民服
务的温情表达。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
人”，在泉州，上门服务拥有了无限可能。上
门办证、上门治病、上门陪伴、上门解忧……
无论是政务、医疗还是金融领域，各项创新
举措打破了传统服务的时间和空间限制，
真正让市民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与关怀，感
受到这座城市的温暖与关爱。

泉州在政务、医疗、金融等多领域创新理念和举措——

上门服务 让城市更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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