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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西 省 教 育 厅

文件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 西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山 西 省 财 政 厅

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山 西省 小企 业发 展促 进局

晋教职成〔2023〕4号

山西省教育厅等七部门

关于山西省职业学校特色产业学院发榜的公告

为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社会服务能力，加快面向省级重点

专业镇的技术技能型、急需紧缺人才培养，根据山西省教育厅、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

西省财政厅、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省小企业发展促进局《关于印发<山西

省职业学校特色产业学院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晋教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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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号，以下简称《工作方案》）文件精神，经研究，

现发布《山西省职业学校特色产业学院发榜公告》（以下简称

《发榜公告》）。具体内容如下：

一、揭榜主体

山西省各级各类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

二、发榜内容

对接山西首批十大省级重点专业镇，校企合作共建省级特

色产业学院，加强对专业镇急需紧缺的本土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力度，为专业镇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撑。

山西首批十大省级重点专业镇名单：杏花村汾酒（汾阳市）、

定襄法兰（定襄县）、太谷玛钢（太谷县）、万荣外加剂（万

荣县）、怀仁陶瓷（怀仁市）、平遥牛肉和平遥推光漆（平遥

县）、祁县玻璃器皿（祁县）、清徐老陈醋（清徐县）、上党

中药材（平顺县）、代州黄酒（代县）。

三、揭榜参考条件

（一）揭榜学校应具备以下条件

1.学校人才培养和治理水平高，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

成效显著；财务管理规范，内部控制制度健全；能够提供稳定

的软硬件条件和经费支持。学校能够为省级重点专业镇相关产

业提供产品研发、员工培训、专家讲座等技术服务。优先支持

国家级、省级“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建设产业学院。

2.学校具备与省级重点专业镇所属产业集群相符的骨干专

业（群），且该专业（群）专业优势明显，在区域内有较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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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引领作用。学院拥有一支满足教育教学实训需要的高素质“双

师型”教师队伍。

3.产业学院具有相对集中、面积充足的办学空间。特色产业

学院建设方案合理，特色鲜明。学校赋予产业学院建设和运行

管理一定的自主权限，建立了行业企业深度参与职业学校专业

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机制，有校企双方共同组成的学院日常管理

运营团队，有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

4.学校应吸收合作企业参与产业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专业建设、实训基地建设、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材建

设、教学资源建设等。

5.学校近三年在招生、财务、实习、学生管理、项目建设、

教材管理等方面均未出现过重大违纪违规行为。

（二）合作企业应参考以下条件

1.合作企业应为省级重点专业镇的重点企业或本产业领域

的行业龙头企业，在同类企业中影响力大、带动性强、辐射范

围广。

2.合作企业在资金、实验实训仪器设备、人力资源、企业项

目案例、课程资源等软硬件方面投入力度大。

3.合作企业与学校深入开展订单班、现代学徒制联合培养，

积极接收职业学校教师定期访企、培训，或在企业技术岗位兼

职。优先支持产教融合型企业参与产业学院建设。

4.合作企业无重大环保、安全、质量事故，具有良好信用记

录，无涉税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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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揭榜方法及步骤

省级职业学校特色产业学院采取“揭榜制”方式，按照“公

开发榜、自愿申报、专家评议、揭榜落地”等工作程序，由职

业学校在充分对接省级重点专业镇特色产业或企业人才培养需

求的基础上自愿申报。

（一）自愿申报

由各职业学校按照《工作方案》及本公告的要求，自愿提

交揭榜特色产业学院申报材料，进行申报。原则上应为一所高

等职业学校和至少一所中等职业学校联合建设。

（二）专家评议

委托专家对各职业学校提交的揭榜材料开展专家评议遴选

工作。

（三）揭榜落地

根据专家评议遴选情况，省教育厅等七部门联合确定拟发

布“山西省职业学校特色产业学院名单”，公示无异议后，下

达认定文件。

五、时间安排及要求

职业学校、技工学校于 2023年 4 月 20日前分别将揭榜材

料（一式两份）报省教育厅职成处、省人社厅职建处。同时将

电子资料（pdf版）发至指定邮箱。揭榜材料包括：申报书、建

设方案、推荐公文。邮件及文件夹命名为：职业学校名称+专业

镇名称+产业学院揭榜材料。

省教育厅联系人：袁慧，0351-3193088，13834245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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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zcc@sxedc.com

省人社厅联系人：蔚敏，0351-7676045

电子邮箱：361382658@qq.com

附件：1.山西省职业学校特色产业学院申报书

2.山西省职业学校特色产业学院建设方案

山西省教育厅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西省财政厅

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山西省小企业发展促进局

2023年 月 日

mailto:zcc@sxedc.com
mailto:36138265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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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西省职业学校特色产业学院
申报书

申 报 学 校 名 称 ： （盖章）

产 业 学 院 名 称 ：

对接专业镇名称：

专业（群）名称：

项目申报联系人：

联 系 电 话 ：

申 报 日 期 ：

山西省教育厅 制

二〇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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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产业学院名称

对接专业镇名称

组建时间
独立

设置
□是 □否

办学场所 □学校内部 □企业内部 □产业园区 □其他独立办学场所

共同参与的

管理机构

专业群

基本信息

专业（群）名称 开设时间

在读

学生

总数

专业荣誉

1

2

3

4

5

6

合作企业

基本信息

合作企业名称 产业领域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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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学院

院长基本

信息

姓名 政治面貌 党政职务

学历 学位 专业职称

工作年限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主要职责

主要工作

经历

校企合作

经历

产业学院

教师基本

信息

- 教师

总人数
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

及以下

企业

教师数

学校

教师数

具有企

业

背景的

专职

教师数

教师数

占总人数

比例
-

产业学院学

生基本信息

- 学生

总人数
全日制在校生

职业教

育本科

生

扩招生
其他学历

形式

学生数

占总人数

比例
-

产业学院教师简表

序号 姓名 年龄 职务 职称 学校/
企业教师

承担教学/
管理任务

1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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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基础

（一）组织运行基础 （包括学院组织运行构架等）

（二）专业建设基础 （包括学院依托的主要专业（群）的建设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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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学合作基础 （包括学院相关产业发展情况、前期产学合作情况和成效

等）

（四）人才培养成效 （包括学校在教育教学改革方面的已有探索和成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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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色产业学院的合作企业或单位简况（可复制表单）

基本情况

合作企业或单

位名称
所在地

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参照国家统计局印发的《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

分办法（2017）》）

法人代表 联系人姓名

单位性质 联系人职务

主管单位 联系人电话

企业类型

□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 □“小巨人”企业

□行业龙头企业 □其他

提供的学生实习实训基地

（单位：平方米）

合作企业已投入产业学院建设资

金数额（单位：万）

合作企业计划每年投入产业学院

建设资金数额（至 2025 年）

（单位：万）

其他情况（着重说明合作企业或单位的行业地位、具备的资质和条

件、经营状况、校企合作经历、满足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实践需求等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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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标定位

（一）特色产业学院的建设背景

（二）特色产业学院的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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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设现状

（一）产业学院的发展定位与设立基础（包括产业学院的现有专业及依托的

国家级、省级重点（品牌）专业、面向产业及合作项目情况、人才培养规模等）

（二）产业学院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包括学院的组织管理架构、教育教

学管理及管理运营团队等）

（三）产业学院的资源投入与支撑条件（包括学校、合作企业软硬件资源投

入及地方政府支持等）

（四）产业学院的政策支持与保障情况

五、建设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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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运行、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师资队伍、教学资源、产学合作、人才
培养、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的建设举措。）

六、佐证材料清单

（分条列明清单，佐证材料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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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荐意见

学校意见

负责人签字（公章）：

日 期：

合作企意见

负责人签字（公章）：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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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山西省职业学校特色产业学院
建设方案

申 报 学 校 名 称 ： （盖章）

产 业 学 院 名 称 ：

对接专业镇名称：

专业（群）名称：

项目申报联系人：

联 系 电 话 ：

申 报 日 期 ：

山西省教育厅编制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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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职业学校特色产业学院
建设方案

一、建设基础

（前期建设产业学院的重要举措和成效等）

二、建设目标与思路

（学校建设产业学院的总体目标、与区域产业发展规划的

衔接等）

三、建设内容

（组织运行、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师资队伍、教学资源、

产学合作、人才培养、实训基地建设等）

四、保障条件

（组织保障、政策保障、经费保障等）

五、主要特色与优势

六、预期建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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