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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对口支援和协作计划工作报告

2023 年，学校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

省委“1310”具体部署，做好院校支援帮扶、基础教育全口

径帮扶，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推动“双百行动”深入开展等，

具体工作总结如下：

一、2023 年工作思路：打造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口帮扶样

本模式

对口支援（帮扶）、东西协作院校越来越多，任务要求

越来越高，而且还需接受省厅的帮扶工作考核评价。学校进

一步明确设置对口支援办公室，配置专职工作人员实现规范

化管理，系统性地做好帮扶工作规划，推进各项工作任务落

地；建立二级单位落实帮扶任务清单，形成全校上下帮扶一

盘棋、同频共振的良好工作局面。及时整理提炼对口支援帮

扶、东西协作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优秀案例和典型经验，打

造新时代对口帮扶样本模式，并及时通过媒体宣传展示学校

在职业教育精准帮扶取得的成绩。

二、做好院校支援帮扶工作

1.援藏

结合援藏工作队的部署、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的实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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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重点援藏任务，明确工作方向和着力点，学校干部李桂

锋挂职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副校长、党委委员职务；与林芝

学校签订援藏协议，认真落实职业教育援藏三年规划；打造

教师、管理团队，组织管理干部 92 人到广东工商职业技术

大学和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培训；组织教师参赛，4 名专

业教师获自治区技能赛二等奖，1 名专业教师获国赛“最佳

选手”；组建专业建设资源链条、模块，形成学校内涵建设

特别是专业建设的资源矩阵；参与筹建林芝市职教集团；首

创“3+3”粤林中高职联合培养；为林芝职校捐赠价值 2500

万元的智慧校园系统等，助力援藏工作高质量发展，推动林

芝市职业技术学校办学上新台阶。

2.援疆

安排宋杰挂职喀什职业技术学院，作为专业教师帮扶指

导轻纺食品系服装专业毕业设计；2023 年 3 月起新疆轻工职

业技术学院食品分院副院长张志强到我校教师发展中心跟

岗学习一年；与乌鲁木齐职业大学签订《校际合作意向书》；

学校牵头，与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河南科技职业大

学、成都艺术职业大学组成“小组团”援建新疆理工职业大

学服装工程学院，目前已完成服装工程学院首批招生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和实训室建设规划。

2023年6月与乌鲁木齐职业大学签订《校际合作意向书》，

一是拟联合开展师资培养，广轻工每年接收乌职大优秀教师

到校培训进修，并建立“导师制”的培养模式；双方互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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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干部、优秀教师进行挂职锻炼、交流学习；双方可以有计

划地共同培养师资队伍，共享教改信息等。二是联合开展教

学科研建设，双方联合开展专业建设。互相协作，共同进行

相关专业建设，联合制订培养计划、实践计划、就业指导（包

括就业信息、就业市场分析）等。双方联合开展科研项目合

作。双方互派科研骨干教师参与对方的科研项目，在联合申

报科研项目、相互参与支持对方项目、科研成果应用实施、

科研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双方定期以研讨会、学

术讲座等形式开展学术交流研讨。三是联合开展学生培养。

根据合作专业，双方选派一定数量的学生开展实习互派，每

批实习学生时间不少于一个学期；探索开展学生联合招生培

养，双方在优势专业方面探索开展联合招生、联合培养；联

合开展技能大赛指导合作。双方每年互派一定数量的教师，

指导、培训学生参与技能大赛项目。

3.援甘援黔

管理学院副院长宋炜挂职培黎职业学院文旅学院院长，

对专业建设、课程教学资源建设、实训基地建设、师资队伍

建设，学生培养，党建工作等六个方面进行帮扶；成立“培

黎职院储水江名师工作室”，并拟订工作任务书；召开培黎

帮扶项目教科研专题落实会。与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对口

交流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培养和信息化建设等帮扶事项，汽

车技术学院接受 7名贵州毕节职业技术学院老师来我校培训。

4.其他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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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交流、学习、培训制度。我校依托自身在党建、

专业、课程建设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等方面的优势，组建

帮扶团队，先后两批次接纳汕职院组织的中层干部共 30 余

人的实地跟岗学习，为汕职院 100 多名学工干部、辅导员开

展专项培训。帮扶华立职院党建达标创优活动，申报省党建

“双创”项目；指导华立职院软件技术、大数据会计等财经

类专业建设。

三、粤黑职教东西协作（龙粤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联盟）

工作

1.5 月 17 日，我校“广轻大学”邀请了华南理工大学文

宏教授进行《纵向课题的个人申报与团队协作经验与体会》

专题培训讲座（3 学时），通过腾讯会议同步向大兴安岭职

业学院老师开放线上学习，共有 25 名教师在线上参加培训

学习，参培老师普遍感到非常实用，获益良多。我校教师发

展中心向所有参加的学员颁发了培训证书。2023 年组织培训

边远地区职教师资 313 人，满意度达超 95%。

2.我校与大兴安岭借助对口合作这个平台不断深化合

作，我校运用“大思政课”，全域思政理念，探索并实践的

“全员协同、立体教学、多元载体”全域思政育人体系在大

兴安岭职业学院推广应用，大兴安岭职业学院通过借鉴我校

“大思政课”的成功经验，抓住内涵建设，深入推进教学改

革；扎实开展科研、实现教学与科研相长相促，有效提升思

政教育的系统性、实效性、针对性、亲和力和人才培养质量。

四、联合成立“职业院校跨区域协同发展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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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区域协同发展、职业教育工作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

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与职业教育领域深度融合，实现职业

教育高质量发展，我校发挥国家“双高”院校的资源优势，

在 2020 年牵头成立“职业院校对口支援协同发展联盟”基

础上，将联盟更名为“职业院校跨区域协同发展共同体”。

共同体由最初联盟的 11 家院校，提质扩容至涵盖黑龙江（大

兴安岭职业学院、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牡丹江职业教

育中心学校）等 8 省（区）21 所院校，促进职业院校在更宽

领域、更大范围实现资源共享，协同实现高质量发展。

2023 年 4 月 25 日，“职业院校跨区域协同发展共同体”

在江西省赣州市举办主题为“协同创新，资源共享，共谋高

质量发展”的 2023 年“职业院校跨区域协同发展共同体”

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广东省教育厅、江西省教育厅、赣州市

政府、赣州市教育局的有关领导，以及共同体成员单位、行

业协会、赣州当地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等单位的代表们共约

200 人参与本次会议，共商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促进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职业教育领域深度融合的新思路、

新办法、新举措。

会议现场签约环节达成了政校合作共建签约 1 项、校校

签约 1 项、校企共建产业学院、产业研发基地签约 4 项，捐

赠 2 项。会议还进行了典型案例分享和分论坛环节。多家高

校和企业代表围绕不同主题进行了分享和研讨，促成校企合

作达成意向签约 2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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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展基础教育全口径帮扶

1.举办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师资培训班

举办对口帮扶惠来县教育局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师

资培训班，为期 5 天，共有惠来县 27 所中小学校、60 名骨

干教师参加，并通过“云辅导”方式随时接受受训教师咨询，

做成对口帮扶的精品项目。

2.开展志愿服务和义教

组织“助力惠来”乡村振兴实践队，由 2 名老师和 25

名同学组成，赴靖海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实践队活动持续

12 天。开展惠来第二中学英语和推广普通话夏令营活动，共

有 270 名中小学生参加；协同惠来县三所中学两所小学，建

立大中小学思政课创新联合体，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教学改革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