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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蒙城县职业教育中心始终坚

持开展校地、校企合作，互相支持、优势互

补、资源互用、利益共享，努力实现学校、企

业和地方互利共赢。

1.创新校企合作模式，引企入校。学

校始终以校企深层次合作为推手，坚持融

于地方，服务社会，不断深化育人模式改

革，办学质量得到不断提升，走出了一条跨

越式、特色发展之路。近几年毕业生就业

率始终保持在97%以上。学校现有与企业

合作开设的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一百三十

余个，涵盖了所有专业，为教学实习实训、

为毕业生顶岗实习提供了强有力的基本支

持。同时，学校还创造条件，引企入校，将

蒙城县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整体迁入校园，

与江淮安驰汽车、佳仕龙机械、温州人本集

团、杭州信雅达、安徽恒安建设、安徽云峰

农业、安徽金桥农业等共建的校内实训基

地或工厂，以“校中厂”、“厂中校”模式为相

关专业学生提供便捷的实习实训条件。

2.扩大校企合作范围，技术能手任
教。长期以来，该校将校企人才交流作为

双方深化合作的催化剂。学校四个重点建

设的专业，每年就从企业、行业聘请技术能

手、一线师傅担任学校兼职教师和实训指

导老师就达30余名，并不定期邀请企业家

进校园讲学。同时，安排专业教师到企业

实践锻炼，熟悉一线生产经验和最新技术

信息，使企业发展，教师受益，学生成才。

形成双向交流、互动共赢的校企深层次合

作办学模式。

3.拓展校企服务空间，服务地方经济发
展。该校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还充分利用职

业学校专业和技术优势，大力拓展为社会服

务的空间和范围，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坚持

技术应用与推广服务，安排教师送技术进企

业、进乡村，进田间地头。近两年，学校积极

参与“三下乡”活动，与县农技推广中心、县

科协、涉农企业等一起——到小麦良种繁育

基地、蔬菜种植基地、黄花梨种植专业合作

社、花生种植基地等，为农村、农民、农业排

忧解难，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每到一地都

会引起一次不小的轰动。同时，学校每年还

为新型农民培训、职业技能鉴定达近千人

次，为全县各类社会培训和企业职工在职培

训等超过一万人次。

追求卓越、再创辉煌，跃马扬鞭、任重

道远。相信蒙城县职业教育中心作为亳州

市职业教育的龙头，一定会以火热的热情、

百倍的信心走上新的腾飞之路；蒙城县职

业教育中心作为亳州职业教育的“东方红”

必将红遍皖江大地；蒙城县职业教育中心

作为皖北职业教育的“排头兵”也一定能排

在全国的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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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城县职业教育中心是安徽省首
批职业教育中心，2012年10月被确定
为“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
校建设计划项目”建设学校、2013年被
确定为安徽省中等职业教育省级重点
学校建设项目学校。

学校自国家中职改革发展示范学
校项目建设计划启动以来，以“统筹城
乡，服务新农村建设，服务地方经济发
展”为建设目标，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
导向”的职业教育理念，优化科学管理，
围绕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改革、师
资队伍建设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运行
机制建设等为主要工作内容，不断完善
办学条件和提升学校内涵。学校在管
理效益、办学规模、服务设施、就业质
量、社会效益上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党的十八大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

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要“努力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蒙城县职业教育中心始

终坚持以科学管理为核心，全面贯彻落

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树立“以师德

彰显人格魅力，以学习提升教育能力，

以教科研挖掘质量潜力，以特色办学扩

大办学影响力，以改革增强学校内驱

力”的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学校科学

管理水平。

在学校工作中，管理服务队伍，按

照人人有“一种意识、两种精神、三种能

力和四种习惯”的工作标准：一种意识，

即服务意识，服务于教师、教学、学生、

群众；两种精神，即实干精神、团队精

神；三种能力，即指导能力、科研能力和

创新能力；四种习惯，即调查研究习惯、

沟通协调习惯、分析总结习惯、问题解

决习惯。保证学校管理服务者走在教

师的前列，用高尚的道德风尚感染教

师，用科学的教育思想引领教师，用先

进的教育方法指导教师。管理服务团

队做到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团结协作，

切实形成高效务实，创新奋进的领导集

体。学校先后获得“全国零犯罪学校”、

全国职业技术学校“职业指导工作先进

学校”、“安徽省先进集体”、“安徽省实

施阳光工程先进办学单位”和安徽省中

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先进集体”等荣

誉称号。

1.办学理念新，发展势头好。蒙城县职

业教育中心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立德树

人。坚持“以育人为根本，以能力为主线，以

就业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服务于学生、服

务于企业、服务于经济、服务于社会”的办学

理念，紧紧围绕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

不断更新教育观念，突出学生综合能力的培

养，让每一个步入校园的学生都能有所收

获，形成良好的发展势头。2014年学校在

外部环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招生突破1800

人，在校学生近5千人，学校呈现出欣欣向

荣的发展局面。

2.培养模式活，成才机会多。近年来，

蒙城县职业教育中心通过不断创新与探索，

建立了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企业冠名

班，如安驰班、人本班、信雅达班、金桥班、云

峰班等，均按照不同专业采用各具特色的人

才培养模式，如：汽车专业采用“职业岗位核

心能力为主线、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机电专业采用“162”人才培养模式、建筑专

业采用“三阶段三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农经

专业采用“岗证一体、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

式等，大大提高了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为企

业培养上岗即能使用的实用型人才，受到了

企业的一致好评，大大增加了毕业生成才的

机会和就业竞争力。

3.专业方向多，就业质量高。在专业建

设过程中，学校对不同类型的专业设置制订

了不同的实施计划。目前，学校开设的汽车

运用与维修、机电技术应用、建筑工程施工、

农村经济综合管理、农林牧渔（种植、养殖方

向）、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会计、电子技术应

用、计算机应用、服装设计与工艺、文秘、旅游

服务与管理等13个专业18个专业方向。而

汽车运用与维修、机电技术应用、建筑工程施

工、农村经济综合管理等四个专业作为“国家

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计划”

重点支持建设专业。既保证了学校重点专业

能形成“拳头”，打造叫得响的品牌专业，又保

证了毕业生高质量的就业。近几年，毕业生

双证获得率达到98％以上，对口升学本科达

线率名列全省前列。2013年、2014年，学校

在省、市技能大赛中获奖每年均超过百余人

次，位居亳州市第一名；2015年亳州市中职

学校技能大赛暨省级技能大赛选拔赛又取得

了亳州市总成绩第一名，相信在2015年即将

揭晓的省技能大赛中也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

的成绩，突显出学校办学丰富的内涵。

教育家梅贻琦曾说过“大学之大，非大

楼之大，乃大师之大”，学校的发展之本离

不开教师。蒙城县职业教育中心正是通过

一系列的措施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不断提

升办学质量。

1.树立人才强校观念，重视师德师风
建设。近年来，学校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

引进和培育人才，在全校上下营造理解互

助、公平公正、宽松和谐的人文环境，倡导

为事业、为发展而工作的良好师德师风。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用事业留人、用感情

留人，努力为各层次人才排忧解难，营造出

内聚力和向心力强大，温馨而又和谐的工

作和生活环境。

2.完善内部奖惩激励机制，营造教师
成长良好环境。学校通过制订和完善各项

有利于师资队伍建设的措施，使全校上下

形成了一种教学上互帮互助，科研上你追

我赶的新局面。一是订立明确的教学科研

目标，激励教师重视自身业务能力提高，重

视教学科研工作；二是加强对中青年教师

成才的引导、激励、奖励和培养机制。学校

制订了《蒙城县职业教育中心教科研活动

奖励计酬办法》、《蒙城县职业教育中心职

业技能竞赛奖励实施细则》，自筹资金重奖

教师的科研、教研、技能竞赛以及其它成

果；三是了解中青年教师自身发展情况以

及教学科研状况，要求并帮扶其按时晋升

职称，建立中青年教师人人有成才目标，个

个奋发进取的机制。

3.重视团队建设，搭建教师成长平
台。学校围绕重点专业与学科建设，组

建了四个名师工作室：分别在汽车类、机

电类、建筑类和商贸服务类等专业大类

上进行引领，制定了各个团队的长远发

展规划及工作计划。用团队的力量汇聚

专业队伍，凝聚学科方向，构筑发展平

台，为今后学校的改革发展示范提供充

足的人才条件。

4.丰富活动内容，提升教师业务能
力。学校通过开展教师全员校本培训、继

续教育、企业实践、骨干教师培训等，搭建

各类教研科研、实习实训历练平台，推进师

德、师能建设，不断促进教师专业化水平的

提升。加大骨干教师培训力度，着力打造

“名师工程”、“青蓝工程”。加强年级主任、

教研组长、班主任、团队干部、学生会辅导

员等的培养，形成了一批政治思想过硬、业

务能力强、教科研水平高、实践技能熟练的

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截至2014年底，学校

共有 3 人出国进修培训、26 人参加国家级

骨干教师培训、50 余人参加省级骨干教师

培训，182人获得“双师型”教师资格，占专

业课教师的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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