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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京田：扎根边疆大地，建设技能人才高地 

职业教育密切关联区域社会治理、文化教育、人力资源开发、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特

别是在边疆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在社会治理、促进就业、

精准脱贫、新型职业农牧民培训和富余劳动力转移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在“双高计划”引领下，把培养爱国爱疆、担当奉献的技术技能

人才作为时代使命，把办好职业教育作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责任担当，找准自

身发展定位，持续深化改革，强化内涵建设，努力成为边疆离不开的高水平高职学校。 

区域社会的“稳定器” 

就业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双高计划”致力于打造区域高水平人才培养培训基地，

围绕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培养产业急需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实现高质量就业；通过高水平

培训实现城乡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创新“M+1+N”职业教育支援模式，其中的“M”，是以国家示

范校等内地的优质高职学校为依托，“1”则是以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为纽带，“N”是指

辐射带动南疆多所中职院校，促进南疆职业教育快速发展，提高当地职业教育培养的技术技

能人才就业创业水平。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需要发挥“兜底”功能，让未升学的初中毕业生都能接受

职业教育，让广大少数民族青少年在职业学校健康生活学习，走出校门直接就业，阻断“三

股势力”“宗教极端”等的侵蚀影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学生头脑，培养爱党爱国

社会主义新青年。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深化少数民族学生人才培养改革，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体系，

强化国家通用语言学习应用，提高少数民族学生专业技术技能水平，通过“就业一人，脱贫

一户”服务南疆四地州脱贫攻坚，为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区域产业升级的“发动机”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提升产教融合引擎动力。精准对接区域支柱产业全产业链，与行

业标杆骨干企业合作，瞄准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发展，结合区域生产特点，校企共建协同创新

服务平台，有效构建产教融合跨域治理体系，与区域产业发展同向同步同行。搭建产教融合

创新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实用技术攻关、智库咨询、英才培养、创新创业等功能，为区域产

业发展增强核心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撑。 

学院加大校企合作油门。以产业需求侧为主导，按照市场规则深化二级学院混合所有制、

股份制等融合发展运行体制创新，聚集行业企业专家、大师名匠，校企共建大师工作室和研

究中心，开展高水平现代学徒制试点。建设高水平产业学院，打造利益共享紧密型的职业教

育集团化办学 2.0 版，创新实体化运行机制。通过提供“对路”人才、“对口”服务，为校

企共建共赢提供持久动力。 

区域经济发展的“能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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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服务新疆农业“稳粮棉、强林果、促畜牧、兴特色”的产业发展

思路，重点建设与现代种植业、现代畜牧业产业链高度吻合的特色专业群，为新疆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在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指导下，学院组建“新疆农民大学”，围绕南北疆农业农村重点产

业核心技术推广和各级培训，制订技术标准、培训计划，构建覆盖全疆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体系，为农牧民以及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人、农业职业经理人、青年农场主等“十大带头人”

提供精准培训，为区域经济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学院创新产教融合服务平台运行管理机制，创建“产业发展中心”，整合政、校、企创

新服务资源，对接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开展应用技术研发，市场化推动成果转化。与行业密

切合作，创建“产业职业培训学院”，主动承接行业职业培训任务，研制各级培训标准、培

训教材，利用集团化办学模式，构建“地区、县、乡、村”四级培训网络体系，向全社会提

供优质培训服务。 

学院还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桥头堡”的区位优势，组建“亚欧现代农业发展中

心”，加强农业新技术开发和技术成果推广转化，服务涉农企业技术革新、产品升级和“走

出去”。 

 

作者简介：李京田，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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