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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同心温暖工程基金会行政部编 2013 年 6月 6日

张春贤书记接见中华职教社、中华同心温暖工程

基金会赴新调研组一行

5 月 28 日至 6月 3日，中华职业教育、中华同心温暖工程基金

会调研组赴新疆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和克州进行民族地区职业教

育发展状况专题调研，中华职教社专家委员会顾问、同济大学董事

会主席周家伦带队调研。中华职业教育社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教

育行政学院职业教育研究室主任邢晖，中华职业教育社研究部部长

刘志芳、副调研员袁洪艳等参加了调研。新疆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

部长、新疆中华职业教育社副主任王宗社等全程陪同。中共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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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

委张春贤于 5 月 31 日下午接见了调研组一行。

周家伦组长首先向张春贤书记报告了调研情况，他介绍了中华

职业教育社、中华同心温暖工程基金会这次组织专家委员会到新疆

调研的背景和目的。然后用四个“有”来概括调研的体会：

第一，“领导有共识”。在考察中发现，自治区的各级领导同

志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性，对职业教育发展对民族地区

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重大意义，已形成广泛的共

识。

第二，“措施有力度”。体现在从自治区到地市、县乡都认真

贯彻落实国家的职业教育政策，在推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上做

了大量工作，有些是很有创造性的，如利用援疆省份的教育资源合

作办学、师资培训和交流等，都很好地促进了职业教育发展。特别

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新疆开展的国家通用语言培训项目，已在 7 个

地州的 18个县（市）和兵团的一师、三师、十四师开展培训，已投

入资金 1300 万元。举办 201 期培训班，培训 20606 人，转移就业

15503 人，就业率 75%。仅在喀什地区就完成了 1211 人，转移就业

932 人，平均月工资已经达到了 1800 元。目前，又新开发了公务员

学维语日常用语300句。实践证明这种“国家通用语言培训+职业技

能培训+转移就业”的模式是比较成功的，是值得进一步推广和借鉴

的。

第三，“发展有机遇”。随着新一轮援疆工作的启动，新疆已

迎来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的历史性重大机遇。同时，国家现在

对职业教育工作从中央到自治区、地市州等非常重视，这为职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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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发展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职业教育发展机遇重大。尽管南疆地

区的职业教育还处于一种起步阶段，但发展前景乐观。

第四，“困难有很多”。由于我国传统观念中“重道轻技”和

“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加之我国的职业教育较之发达国家起

步较晚，职业教育即使在发达省市也属于弱势教育，在发展过程中

的问题和困难也很多。职业教育的境遇跟我们的用人机制、就业机

制、教育制度设计等都有关，也跟传统观念有关，当然也跟职业教

育的办学质量不高有很大关系。在内地职业教育尚处于这样的一种

发展水平和状态。在产业基础和体系尚十分薄弱的民族地区，加之

历史欠账太多、少数民族文化宗教等多方面原因的叠加影响，更是

困难重重。比如师资问题、招生的问题等等。在南疆地区，还由于

区位的特殊性以及语言不通等原因，职业教育发展存在的难题更多。

这些问题有发展阶段的问题，也有政策不到位、舆论和观念引导等

方面的问题。困难虽然很多，但是因为在起步阶段，可以通过更好

的政策和制度设计，学习借鉴内地的成熟经验来推动发展，这也是

我们的优势。

张春贤书记在听取了调研组的汇报后说：多年来，杜青林和张

榕明两位副主席非常关心新疆的发展，经常打电话来询问有关情况，

非常感谢他们的关心和支持。新疆的职业教育发展十分重要，已经

上升到自治区党委层面推动。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保证人们充分

就业，还要从职业教育入手。一个人就业，一个家庭就有了希望，

生活就有了信心。我在交通部和湖南工作期间就十分重视职业教育

发展，而且借鉴了德国的经验。实践证明，职业教育是支撑工业化

发展的重要基础，新疆也需要发展一批高水准的职业教育。前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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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声主席来疆调研也提出了要解决好就业问题，发展好职业教育

的要求。新疆的职业教育发展南疆是重点，人口多，全疆 2270万人

口中，仅喀什和和田就占了 600 多万，而且少数民族占比都在 90%

以上，但发展极不平衡。为此，有效的短期培训需要加强。中华职

业教育社的双语教学模式被实践验证是管用的，有效的，新疆就要

支持。人们观念的转变需要一段时间，但只要措施有力就一定会有

吸引力，事实说明有发展的空间。自治区已经拿出了3000万在推广

这一项目，希望中华职业教育社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教学的

吸引力，老师要更多地关爱来学习的学生，我相信效果会更好。只

要效果好，自治区一定协助。请榕明副主席放心，少数民族兄弟也

在观察，一旦认准了，他们会义无反顾的。

这次调研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在一周的行程中，调研组先

后召开了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阿图什市等 7 个座

谈会，相关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统战部、发改委、财政部门、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保障部门、职业院校等的领导和负责同志

参加了座谈。调研组还实地参观考察了喀什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疏勒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克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老校区与新校区、

阿图什市劳务市场及中华职教社援建的阿图什市“国家通用语言”

培训中心、乌鲁木齐市技工学校、乌鲁木齐职业大学等。调研受到

了所在地党委、政府等部门的高度重视。

通过实地考察与座谈，调研组了解到新疆自治区在 2010 年 5

月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之后三年来，在党和国家及援疆省市等各方

力量的大力支持下，自治区党委带领全区人民，快速提高了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职业教育事业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学校基础设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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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得到加强，办学规模稳步扩大，经费投入大幅提高，职业学校学

生自主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办学能力和水平明显提升。但从总体来

看，由于历史的原因，职业教育仍然是自治区教育体系中的薄弱环

节，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南疆突出体现在：一是职

业学校“双语双师型”教师极度缺乏，培训渠道尚未畅通，使教学

资源无法激活。二是语言障碍是民族地区发展职业教育的巨大障碍，

目前已经成为制约学生技能的瓶颈。三是产业发展处于萌芽状态，

发展方向不明，无法提供相关的就业岗位，使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

盲目、重复、落后。导致出口不畅，入口不旺，尽管中职免费就读，

但学生并不积极，招生非常困难。四是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尚未普及，

当地学生未能享受到现代化带来的教育手段的创新和优质教育资源

的共享。五是职业教育的历史欠账太多，资金投入依然不足。加之

传统观念和民族习惯的影响，南疆地区发展职业教育任重道远。

调研组将根据调研情况及掌握材料形成调研报告，提出对策建

议，上报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及相关决策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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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报：中央统战部杜青林部长、杨晶、朱维群、全哲洙、黄跃金、尤兰田、陈

喜庆、斯塔副部长

送：中央统战部一局、办公厅社会服务处，教育部职成司，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农民工工作司、职业能力建设司，农业部科教司，

全国阳光工程办公室，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各民主党派中央社会服

务部，全国工商联宣教部，黄埔同学会、欧美同学会、宋庆龄基金会办

公厅,中国扶贫基金会，温暖工程公益伙伴，基金会中心网，公益时报，

中央电大，中育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副总干事、各部、室，《教育与职业》杂志社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统战部，各省（区）、市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省

级市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直属市社

基金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

本期共印10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