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聘招聘招聘 企业争相高薪抢人，技校生供不应求

“忙，好忙！”临近毕业季，广东
各技工院校的就业指导中心几乎
每天都要接待前来拜访的企业，

“都是来‘抢人’的”。来访企业中，
一部分是本地的，一部分来自粤港
澳大湾区内地其他地市。“来的企
业多，我还愁学生不够分呢。”广州
某技工院校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
笑着说道。

近年来，随着产业发展、职业
教育产教融合推进，技工院校的校
园招聘会，一年比一年火爆，企业
争相进场“抢人”。据悉，往往
2000 个技校毕业生，能引来百家
企业提供近万个职位。记者在采
访时，不少技校生表示：“就业根本
不是问题，就看你想怎么就业。”

技工院校学生到底有多抢
手？先来看看学校的就业率：广州
市技师学院近年平均就业率保持
在99%以上；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90%的学生“喜提”名企offer；广州
市机电技师学院求人倍率（指劳动
力市场在一个统计周期内有效需
求人数与有效求职人数之比）超过
了5:1……

“同学你是什么专业的？要不
要投份简历？”

“ 同 学 要 不 要 过 来 了 解 一
下？”……

在招聘活动现场，各大企业摆
开阵势展示实力，也亮出岗位特
色。不少企业为抢到心仪的学生，
临时调整招徕战略、调高待遇，实

习期薪酬普遍在 4000 元以上，有
些企业更是可达7000-8000元。

在广州市技师学院的毕业生
预定活动上，122家用人单位参与
其中，包括广丰、广本、文冲、百安、
白云电器等国内 500 强企业及专
精特新企业，共提供了 6027 个岗
位，求人倍率达3:1以上。

类似的火爆场面发生在各类技
工院校。如在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近日举办的校园招聘会上，135家企
业 6000 余个岗位现场“揽人”；在
2023年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校园招
聘会上，中国核工业建设公司、中国
能源建设集团、福耀玻璃、东方电
气、周生生珠宝、广药集团等行业巨
头纷纷以优厚待遇吸引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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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高职毕业生
就业率分别

超95%和90%

羊城晚报讯 据央视网消息，13 日上
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专题新闻发布
会，介绍推进实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
提升行动有关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社
会司司长刘明介绍，近年来，中职、高职毕
业生就业率分别超过95%和90%。

刘明表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是一
个“小切口”，对于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人才强国、全面提升人口素质、以人
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
要作用。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是建
立现代产业体系、赢得大国竞争主动的
迫切需要。前不久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
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加快建设以
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既需要问鼎学术巅
峰的一流科学家，也需要扎根生产一线
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比如，在航空发动
机这样一个尖端领域，因为结构复杂，零
件非常多，大到组装发动机叶片，小到拧
螺丝，都需要大量熟练技术工人。推进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能够培养数以亿计
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推动创新变为现实、
设计变成产品、技术转变为生产力，为我
国产业链、供应链保持强大韧性、行稳致
远提供坚强保障。

第二，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是建
设人才强国、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路径。要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将越
来越依赖于人口素质提升。当前，我国
有 1 万多所职业院校、3000 多万名在校
生，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模上已占我国
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蕴含着巨大的
人才红利。办好职业教育，将对建设人
才强国、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发挥重要
作用。在我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经济
体里，要支撑 14 亿多人口的社会整体迈
进现代化，需要规模巨大的高素质技能
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建成人才强
国，就必须建成既有规模、又有质量的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坚定不移推进产
教融合。

第三，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是保
障民生、促进就业的现实要求。职业教
育让更多的普通劳动者通过自身努力进
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对保障民生发挥
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职业教育也是
一种就业教育。近年来，中职、高职毕业
生就业率分别超过 95%和 90%。推进职
业教育产教融合，就是要提高劳动者职
业技能素质，让劳动者更加适应市场需
求，不断增强劳动者求职择业能力、稳定
就业能力、转岗转业能力。

我国拟建设培育
逾万家产教融合型企业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3 日从国家发展
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
等 8 部门联合印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赋 能 提 升 行 动 实 施 方 案（2023- 2025
年）》，明确 2025 年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
市达到 50 个左右、在全国建设培育 1 万
家以上产教融合型企业等一系列目标。

为了完善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方案鼓
励引导职教院校优先发展先进制造、新能
源、新材料、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产业需
要的一批新兴专业，加快建设护理、康养、
托育、家政等一批人才紧缺的专业，改造
升级冶金、医药、建材、轻纺等领域的一批
传统专业，撤并淘汰供给过剩、就业率低、
职业岗位消失的专业，鼓励学校开设更多
紧缺的、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形成紧密
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专业体系。

在政策举措方面，方案在全面梳理现
有支持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政策举措的
基础上，针对产教融合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研究创新激励扶持举措，形成指导性
政策文件，进一步健全“金融＋财政＋土
地＋信用”组合式激励，支持地方出台符
合本地实际的落地政策。

投资上，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符
合条件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高职院
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每所支持额度不超
过 8000 万元，中职院校每所支持额度不
超过 3000 万元；财税上，产教融合型企业
兴办职业教育的投资符合规定的，可按投
资额 30％的比例抵免当年应缴教育费附
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土地上，企业投资或
与政府合作建设职业学校、高等学校的建
设用地，按教育用地管理，符合《划拨用地
目录》的，可通过划拨方式供地，鼓励企业
自愿以出让、租赁方式取得土地。

技校生的就业季：

多个饭碗
等一个人

在激烈的竞争中，技能型人才愈发吃香

文化和自然
日遗产

每逢毕业季，就业都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今
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首超千万。在激烈的就
业竞争中，技校生却成了“香饽饽”。

面对大家口中的“最难就业季”，技校生的就
业为何一片火热？技能型人才到底多“受宠”？
只要走进技校的招聘会场，就不难得到答案。近
日，记者走访多所技工院校的招聘现场，感受到
企业转型升级后对技能人才的渴求。一些行业
巨头开出丰厚的薪酬待遇，顶岗实习期间的月薪
达4000-5000元，转正后可过万元。连明年才
毕业的实习生，企业都抢着要，起薪 4500 元以
上，有些企业开出月入万元的高薪。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周聪

“我们每年春季都会来到技师
学院招聘，学校毕业生太抢手，需
要提前一年预定，来晚了就抢不到
人了！”这是不少制造业、装备业企
业人事经理发出的感慨。

黄粤弘是广州市机电技师学
院 19 级机电一体化专业的学生，
今年即将毕业。作为一名地地道
道的广州仔，黄粤弘高兴地对记者
说：“现在我已经手握 5份 offer！”
他向记者展示了已收到的 5 份录
取通知书，其中包括广汽埃安、广
汽乘用车等热门企业。

说起机电一体化专业，黄粤弘
十分骄傲：“这个专业当初是我自
己选的！我觉得学机电一体化很
有前景，当年就报了。”他说，自己
从小动手能力比较强，中考时选择
走技能之路。“技工院校学子不愁
找工作，我身边的同学大多都已经

定好去处了。”
谈起学生就业之旺，广州市机

电技师学院副院长谢广伟向记者
透露，在学校举办综合招聘会之
前，华为、广州地铁、广汽埃安、广
汽乘用车等校企深度合作单位都
特别设立了专场招聘会，近一半的
毕业生早早被名企提前预定。

“近年来，我们学校整体就业
一路狂飙，企业满意度达到98%以
上。”广州市技师学院副院长陈凤
贞也表示，该校各专业毕业生应聘
岗位求人倍率达到 4:1以上，个别
专业如宠物医疗与护理、畜牧兽医、
机电一体化求人倍率超过10:1。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院长钟
秀平更是表示，如今技能人才成
为了“香饽饽”，企业提前一年甚
至两年入校挑人，被预定的学生
有更加明确的就业方向、更加清

晰准确的岗位目标，做到毕业即
上岗。

“技工院校的学生接地气，备
受师傅们青睐。”广州文冲船舶修
造有限公司招聘经理黄亮表示，技
工院校学生有专业技能，基础较扎
实，动手能力强且务实，适配度高，
上岗即可上手。

东方电气（广州）重型机器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谈到，很多制造
类企业正面临着结构性用工矛盾：
一方面，自动化生产水平越来越
高，企业生产并不需要大量人工，
人员有所缩减；另一方面，企业生
产自动化水平越高就越需要技能
人才来进行自动化设备的操控与
维保，企业对于技能人才大量渴
求。由此，企业逐步提升高技能人
才薪酬待遇、加强校企合作已成为
发展的新趋势。

供需 学生未毕业已被预定，毕业即上岗

“技工院校打破传统的学科式
教学方式，依据职业标准和岗位规
范开发技能人才培养标准，让学生

‘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
学生学完一门课，就可以掌握一项
工作技能，学完一个专业，就能胜
任工作岗位需要。”谈及技工院校
学生在就业市场受热捧的原因，广
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党委书记
邹菁如是“解码”。

广州市技师学院党委书记李
明根介绍，学院近年来针对就业结
构性问题推出一系列措施，优化就
业服务，提升就业质量，通过搭建
学校、企业和学生三方共同参与的
就业系统平台，提供一站式精准的
就业服务，形成以广州为核心、辐
射粤港澳大湾区的实习就业网络，
为更多的国企和 500 强企业建立

人才“蓄水池”，并持续为行业、产
业输出高技能人才，从而进一步促
进学院在新形势下的高质量发展。

随着广东产业转型升级，新
旧职业正在交替，在离市场最近
的技工院校，新老专业变更也同
步上演。

如今，在广州各技工院校内，
学前、护理、康养、家政等一批人才
紧缺的专业正在兴起，钢铁冶金、
化工医药、建筑工程、轻纺制造等
一批传统专业正在改造升级，供给
过剩、就业率低、职业岗位消失的
专业被撤并淘汰……

“贴近产业、服务市场是广东
技工院校开展教学的首要法则，也
是广东培养技能人才的重要思
路。”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记者了解到，教学领域的“工

学一体化”探索就是从广东起步
的，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广
东走在了全国前列。广东技工教
育的发展与区域经济、产业升级直
接关联，这也促使技工教育实现了
迅速、活跃的内部变革。

据统计，目前，广东技工院校
与 100 多家世界 500 强企业及国
内 800 多家大型企业深入开展校
企合作，与华为、腾讯、西门子等多
家知名企业签订合作备忘录，加快
培养高端技能人才。

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目前，广东已形成了以技师学
院为龙头，以高级技校和普通技校
为基础，公办与民办互补，学制教
育与职业培训并重的现代技能人
才培养体系，创建了技工教育的

“广东模式”。

技工专业因应产业而变，工学一体化解码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欣怡、通讯员
陈浩报道：6 月，“美好生活·非遗同行
——2023 年广州非遗开放日”正如火
如荼地开展。此次活动由广州市文化
广电旅游局主办、广州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承办，11 个区非遗保护
中心、100余位非遗传承人、60家项目
保护单位倾力参与，依托非遗相关场
所、公共文化机构、景区景点等，自主
策划、广泛开展 104 场非遗展示展演、
互动交流、参观体验等活动，涉及非遗
项目近 90个。据悉，活动将持续开展
至6月 18日。

今年广州非遗开放日将全市上百
个开放点活动划分为“漫游羊城”非遗
在景区开放日、“活力社区”非遗在社
区开放日、“寻味烟火”非遗美食开放
日三大场景类型，全面展现广州非遗
的魅力。

在“漫游羊城”场景，可以看到诸
多“非遗在景区”的多元化尝试。如，
在黄埔古村，古色古香的建筑搭配韵
味十足的民乐，让人陶醉在优美的旋
律里“沉醉不知归路”；在东涌镇，咸水
歌传承群体自发组织公益教学，歌声
悠扬清亮，响彻水乡；在越秀公园，客
家山歌名家及爱好者等同台展示交
流，用歌声唱响新时代强音。

“活力社区”场景则生动呈现“非遗
在社区”。蔡李佛拳、咏春拳、洪拳、龙
形拳等多种传统武术类体验活动在各

大社区空间轮番上演。潘高寿传统中
医文化、夏桑菊制备技艺等传统医药类
项目更是备受老年群体喜爱，场场讲座
交流活动座无虚席。

“寻味烟火”场景，广州美食老字号
企业、非遗美食品牌在各生产基地、档
口、摊位开展非遗普及和惠民活动。广
式点心“四大天王”之一的干蒸烧卖、独
具广府传统风味的沙河粉、享誉百年的
广州手信小凤饼……市民游客学习、体
验其背后的制作技艺，探寻其中蕴藏的
广府情怀与烟火气息，在品尝舌尖上

“非遗味道”的同时共同参与非遗保护、
共享非遗保护成果。

非遗开放日的精彩不止于线下。6
月 11日，广州市非遗保护中心人气主
播“非遗小探”，精选三场开放点活动
进行走访、串联式打卡直播。《素馨花
传说》舞台剧展演，再现广府人文景
观；《咏春传奇》配合咏春功夫演练、功
夫猜谜语等，升级非遗研学模式；饱览

“三雕一彩一绣”传承、创新和发展的
丰盛成果，领略岭南传统工艺的匠心
独具。通过全方位、立体化的推荐展
示，将广州非遗的美好生活场景呈现
给广大网友。

据悉，本年度广州非遗开放日活动
除“广州非遗”微信公众号推文外，还特
推出线上 H5 打卡指南，及时更新、发
布非遗开放日活动点信息，动员社会广
泛参与，提升此次活动的传播效能。

三大场景百余场活动
让市民沉醉非遗中

广州非遗开放日活动将持续至6月18日

扫码进入H5
查看更多

开放点活动信息

“非遗‘武’童心 文化共传承”活动在蔡李佛拳保护传承基地开展 主办方供图

链接

6月13日，广州市技师学院在黄石校区举行2024届
毕业生预定暨校园开放日活动，现场招聘火爆

招聘人员与学生交流

黄 埔 古 村
上 演 岭 南 箫 笛
历 史 文 化 展 演
主办方供图

羊城晚报讯 记者黄宙辉报道：
记者近日从广东各大粤剧院团了解
到，一批新剧目正在加紧创排，包括
广 东 粤 剧 院 的《张 九 龄》《独 立 团
长》，广州粤剧院的《隆平稻香园》
《屈原》等。其中，新编历史题材粤剧
《张九龄》将于 6 月 21 日、22 日在广
东粤剧艺术中心首演，新编粤剧《郑
成功》将于6月21日在江南大戏院正
式公演。

今年2月21日，广东召开的2023
年全省文化和旅游工作会议提出，在
文艺创作展演上出实招，高水平打造
更多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精品力作。
其中，要精雕细刻抓好作品创作，重
点创作推出粤剧《张九龄》、话剧《羊
城·暗哨》、舞剧《万家灯火》《山海芳
踪》、音乐剧《雄狮少年》等剧目。

据悉，《张九龄》讲述南粤先贤张
九龄的故事，由广东粤剧院一级演员
文汝清领衔主演，广东粤剧院一团演
出。因母亲病重，张九龄飞马回乡探
望，却被崎岖梅岭延误行程，以致没能
与母亲见上最后一面。张九龄念及梅
岭阻隔南北、积贫乡里，请旨开山，疏
通道路。可春去秋来，开山之资捉襟
见肘，岩石坚硬火药无功，众人逐渐放
弃，唯有张九龄矢志不渝。适逢曲江
遭灾，张九龄赴京请赈，天子下旨放
粮，又劝九龄休问梅岭、入朝拜相……
剧情跌宕起伏，感人肺腑。

另一部粤剧《隆平稻香园》同样
值得戏迷期待。该剧由广州粤剧团
创排，由广州粤剧院一级演员、梅花
奖获得者吴非凡，著名粤剧表演艺术
家、梅花奖获得者黎骏声和陈韵红主
演，以广州市黄埔区大吉沙岛袁隆平
稻香园为故事原型。故事从一个家
庭的角度切入，展现创建稻香园良种
实验基地、守护耕地红线的矛盾冲
突，凸显人物对土地的热爱、对乡亲
的情怀、对信仰的坚守、对未来的向
往，完成粮食安全、守住粮袋子的主
题表达。该剧将于 6 月 29 日在红线
女大剧院上演。

新编粤剧《独立团长》也于近日
启动。该剧的剧组阵容鼎盛，三朵

“梅花”坐镇台前幕后——梅花奖获
得者丁凡担任总导演，梅花奖得主彭
庆华饰演“独立团长”叶挺，梅花奖得
主蒋文端饰演叶挺之妻李秀文。该
剧将于7月28日、29日首演。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市戏剧创作
孵化计划剧目小剧场粤剧《屈原》导
演阐述会于近日举行。20 世纪 50 年
代，粤剧《屈原》由著名粤剧编剧杨子
静、莫汝成根据著名剧作家郭沫若创
作的同名话剧改编而成，著名粤剧大
师马师曾、红线女主演。小剧场粤剧
《屈原》由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
编剧余楚杏创作剧本，将由广州粤剧
院青年导演曾秋玲执导。

粤剧戏迷又有新戏睇
《张九龄》《隆平稻香园》等一批新剧目即将开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