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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教师是关键，
队伍是基础，教师教育是工作母机。但
从实际看来，现代“职教化”师资严重匮
乏，无法满足职教“类型化”转型的需
要。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
表、民盟成都市委副主委、四川师范大
学副校长蔡光洁带来的建议，思考了如
何夯实职业教育教师队伍根基。3月6
日，她接受了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的专访。

短板：
师资匮乏、专业数量不足
培养培训机制不健全

来自教育战线，蔡光洁历年的建
议，多与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相
关。今年在大量实地走访的基础上，她
梳理了职业教育现代化的一些短板。

“从师资来源占比看，当前的职教
师资队伍建设，仅仅解决了有无问题，
并未能解决‘类型化’‘职业化’等职教
师资的专业素质特质问题，存在类型需
求不匹配、学历层次不达标、能力结构

不完整等系列问题，无法满足现代职业
教育‘类型化’转型需要。”蔡光洁分析，
当前，我国中职师资主要来源于四个方
面：一是师范类普通本科高校毕业生和
改行转岗的文化课教师，占比约57%，
这部分教师掌握基础学科知识，拥有
理论教学经验，但专业不对口，职业技
能欠缺，实践教学能力不足；二是非师
范类普通本科高校毕业生，占比约
30%，这部分教师有专业理论和实践
技能，但缺乏现代职教理念和教育教
学方法；三是普通本科院校中的职教
师资班，占比约10%；四是专门培养职

教师资的职业技术师范本科院校毕业
生，占比不足3%。

同时，职教师资本科院校数量严重
不足，无法达到对口培养的要求。一般
师范院校或普通本科院校转设的职教
师资本科院校，因受其普通高校固有办
学理念和传统模式影响，开展与现代职
业教育相匹配的“双师型”人才培养模
式转型较慢。截至2021年，全国共有
普通本科师范院校145所，而如天津职
业技术师范大学这类专门对口培养现
代职教师资的本科院校却仅有9所，开
设专业数量也不足100个（不含与普通
本科师范及重复专业），无论是院校还
是专业设置数量，都无法满足职业教育
百万扩招、普职比例相当、职教师资队
伍“类型化”培养等现代职业教育快速
发展的迫切需要。此外，职教师资培养
培训机制不健全，无法满足现代职教对
高素质师资的需要。

建议：
科学布局职教师资本科院校

建设培育任务纳入政府绩效考核

对此，蔡光洁建议，应加强顶层设
计，科学布局职教师资本科院校的设
置。从国家层面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
公办职教师资本科院校的设置（以职业
技术师范院校为主体），在“十四五”时

期，统筹各省（区、市）的中职学校及在
校生数量科学匹配职教师资本科院校
设置数，压实建设培育任务，纳入政府
绩效考核，有效解决职业学校现代职教
师资严重短缺问题。

蔡光洁认为，应优选一批高职院校
对口升格为职教师资本科院校。针对

“双师型”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建议对
有职教与师范专业背景的高职院校加
大培育升格力度，可在全国范围内，分
省（区、市）遴选职业教育与师范教育
融合紧密的优质高职院校升格为职教
师范本科院校。由这类院校对口培养
现代职教师资人才，可以有效突破“类
型化”高层次职教师资培养难题，优化
职教师资本科院校结构。

同时，应健全职教师资职后培训教
育体系，促进职教师资整体水平提升。
针对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存在的短板问
题，发挥职教师资本科院校主体作用，
与产教融合行业企业、相关专业普通高
校建立联合培养培训机制，通过技能培
训、学历提升、继续教育等方式，健全职
教师资职后培训教育体系，为职业学校
教师提供进修学习路径和能力提升通
道。同时，强化职教师资本科院校的科
研教研职能，不断完善职教师资人才培
养体系建设，逐步夯实职教师资队伍根
基，进而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代 表 在 这 里

全国人大代表蔡光洁：

加快建设职教师资本科院校
夯实职业教育教师队伍根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蔡光洁

委 员 在 这 里

全国政协委员王正荣：

建议中国西南地区培育应急救援专业力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提高防灾减
灾救灾和应急救援能力，做好洪涝干
旱、森林草原火灾、地质灾害、地震等防
御和气象服务。

由于复杂的地形地貌，中国西南地
区是自然灾害重点防御的地区，但由于
存在着应急救援体系建设不全、物资配
置不全等情况，如何健全应急救援能
力，是当前需要关注的问题。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常委、农
工党中央常委王正荣带来了补齐农村
养老服务和加强中国西南地区应急救
援专业力量等方面的建议。3月7日，王
正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从国家层
面上来看，可以在力量布局、项目建设、
资源配置等方面给予充分倾斜与支持，
从而达到优化专业救援力量区域化差
异化发展，提高应急救援能力的目的。

加强航空救援体系建设
补齐西南地区应急救援能力短板

从地形地貌上来看，中国的西南地
区地形条件复杂，以山地、高原为主，广
泛分布峡谷、喀斯特及盆地等地貌。同

时，由于特殊的地形地貌和丰富的林草
资源，山洪地质灾害、森林草原火灾等
灾害频发，历来是中国自然灾害的重点
防御与应急救援地区。

“西南地区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基
础产业发展不均衡，自然灾害类别和严
重程度不同，所需要的专业救援力量存
在差异。”王正荣表示，综合来看，航空
应急救援体系仍需完善，现有的航空机
队数量少，航空网络不发达，如遇紧急
情况，快速支援能力也较为欠缺。

为此，王正荣在建议中提到，应根
据西南地区各省份区位特点、防灾重点
和救援难点，在国家层面合理布局相关
类型应急救援力量。同时，加强西南地
区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支持四川采
取“1+6+N”的模式，依托国家西南区
域应急救援中心建设1个航空应急救
援中心基地，在川东（遂宁）、川北（阆
中）、川南（自贡）和凉山、甘孜、阿坝建
设6个分中心基地，并布局建设一批直
升机起降点，实现快速响应、辐射周边
的支援能力。

应急救援装备作为应急救援的基
础设施，同样必不可少。王正荣建
议，尝试以省为单位差异化配置大型
救援设备和先进装备，国家层面单列
专项财政预算支持西南地区各省份加
强新型应急指挥通信、智能无人救援、
轻型智能工程机械等应急装备和产品
研发。

关注农村养老服务发展
大力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

享受到优质的老年服务是很多老年
人的愿景，今年两会期间，养老服务再次
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重点。今年两会
期间，王正荣还带来了一份《关于加快补
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的建议》。

数据显示，四川全省60%以上的老
年人生活在农村，农村60周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在农村人口中占比27.5%，比城
市高12.2%。其中，农村留守老年人高
达30.7万人，农村人口老龄化呈现出

“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显著特征。
“农村养老问题，是三农工作中的

重大问题，事关亿万农村老年人及其家
庭子女的幸福生活。”王正荣告诉记
者，为此，他在建议中谈到，首先需完
善农村养老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建立
农村养老服务推进机制，加强政策配
套、规划引领、要素保障工作，建立以
解决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问题为重点、
相关保险和福利救助相衔接的长期照
护保障制度。

同时，做好农村困难老年人兜底保
障，大力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
养老，推动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
务。加快建设县、乡、村衔接的农村三
级养老服务网络，片区化集约化布局农
村养老服务设施，补齐农村养老服务设
施短板。

在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方面。
王正荣建议，应创新发展“慈善+农村养
老”“医疗+农村养老”“智慧+农村养老”
新模式，增加农村多元化多样化养老服
务供给。开展农村留守老年人风险评
估，健全关爱巡访帮扶制度。大力推进

“五社联动”，加强农村养老服务队伍专
业化建设，培育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社
工、老年志愿者三支队伍。

王正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