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城市竞争不断加剧的大格局

下，县域想要突围，必须“扬长”，积极

构建自身独特的相对优势。

对于桐庐而言，这里有着山水优

势和区位优势。“中国最美县”的美丽

底色成为年轻人向往的“诗与远

方”。随着杭温高铁正式通车，到杭

州城区最快只要18分钟的交通区位

优势，让桐庐与主城区的界限进一步

模糊，对人才吸引力更强。

“桐庐要抢抓职业教育新风口、

新机遇、新需求。”桐庐县人社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打造新职教名城，不仅

为广大青年提供技能提升的机会，也

能优化桐庐的人才结构，为县域经济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小县城要发展大职教，以职业教

育引人聚产，首先应当像对待大学生、

科技人才一样，强化对技术技能人才

的重视，通过政策优惠和特色活动，塑

造重视“工匠精神”的城市形象。

此次政策中，围绕技能人才全链

条培育和全方位保障，桐庐出台了一

系列暖心举措，包括购房补贴、留桐融

桐补贴、领军英才补贴、人才引育支

持、技能共富支持和生活保障支持等。

在购房补贴方面，为在桐庐就业

创业的高技能人才提供限价优惠配

售房和租赁型保障房，并对首次购买

新建商品住宅的高级工及以上技能

人才，每户给予 10 万元的购房首付

补贴。

针对领军英才，对获得全国技术

能手、中华技能大奖、省级技术能手和

新认定为国家级、省级技能大师工作

室的，给予一次性最高20万元补贴。

鼓励人才引育，对新引进或在职

期间首次取得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

格证书的，给予一次性最高 5000 元

奖励……

“技能人才也能享受购房补贴，

我赶上了好时候。这不仅为我减轻

了经济压力，也是对我们技能人才价

值的高度肯定。”就职于桐庐展宇贸

易有限公司、拥有汽修高级工技能等

级证书的吴兴涛话语中满是自豪。

无论“软”件发力还是“硬”件强

化，桐庐此举意在营造尊重技能、崇尚

技能的社会氛围，将“工匠精神”融入

城市气质中，增加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近年来，本土院校毕业生留桐庐

比率连连提高。比如杭州技师学院，

近三年留桐人数分别为 91 人、126

人、233人；再比如县职业技术学校，

每年留桐 200 人左右，400 余人参加

高考，而这些参加高考的同学毕业后

又有80%返回桐庐就业创业。

对于县城经济发展来说，职业教

育还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通过

对乡村新人才的培养，能够促进当地

特色产业发展。

前期，桐庐确定了具有当地特色

的“桐庐米粿、酒酿馒头、桐庐大馄

饨”3 个专项能力考核项目，提升从

业人员技能水平，支持群众创业就

业，扩大“桐庐味道”品牌影响力，为

推进共同富裕添砖加瓦。

此次政策中，桐庐对技能创富也

加大支持，如对新开发的具有桐庐特

色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给予一

定补贴；技能人才可以申请100万元

以内的创业贷款，并享受专项利率优

惠等。

通过新职教名城打造，桐庐正构

建从人到产的中心聚集力。怀揣技

能梦想的技能人才将在此汇聚，助力

桐庐成为杭州西部人才集聚地，杭州

市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

95后蒋应成，在杭州技师学院毕业后留校

任教，成为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

冠军；00后职教生李浩，痴迷于工业机器人制

造，被桐庐多家企业争抢……

在桐庐 3 所职业院校、2 万多名在校职教

生中，像蒋应成、李浩这样的职教生不在少数，

他们毕业后留在桐庐，成为促进当地产业转型

升级的重要生力军。

“发展职业教育，在促进就业、改善民生、

推动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

用。”桐庐县委人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

来，桐庐制定出台多项技能人才专项政策和实

施细则，配套各类人才服务，积极营造“近悦远

来”人才生态，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

全过程，毕业生的综合素质、专业能力、就业质

量等明显提高。

县城位于“城尾乡头”，是连接城市、服务

乡村的天然载体，是年轻人从乡村走向城市的

驿站。“如果这个驿站能够让他们拥有一技之

长，获得更多在城市立足的可能，那无疑是极

具吸引力的。”该负责人表示。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我国当下急需生

产服务一线的技能型人才。数据显示，到

2025年中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缺

口将近 3000 万人，缺口率高达 48%。能够提

供优质职业教育，尤其是高等级职业教育的

县城，成为人们优先选择的第一“落

脚点”。

桐庐有优势。纵观桐庐

的职业技能教育版图，既有

杭州技师学院、华策影视

技工学校、桐庐县职业技

术学校这样的高品质职

业院校，还建有多个国

家级培训基地，拥有世

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

飞机维修、机器人系统集

成等多个项目中国集训基

地。

桐庐县职业技术学校是国

家级重点职业学校，正创建全

省中职双优校，逐渐形成“农

旅”和“智慧大物流”两大专业

集群；杭州技师学院培育了杨

金龙、蒋应成两名世界技能大赛冠军，正在创

建全省一流万人技师学院；华策影视技工学

校是全国第一所影视艺术类技工学校，正在

规划创建万人技师学院……

“对于县域而言，虽然与大城

市相比难以做到完全的留人

适配性，但通过发展职业

教育，至少首先能引来

一批有‘技能成才’梦

想的年轻人。”浙江省

社科院研究员王崟

屾说。

优质的教育平

台，加上持续升温的

技能人才培育政策，

让桐庐成为职业技能

人才成长的沃土。数据

显示，截至目前，桐庐县技

能人才已达9.7万人，其中

高技能人才占比1/3，增速

居全市前列，技能人才队

伍已初显规模。

聚人
孵化“技能成才”梦

杭州技师学院教师在桐庐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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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策影视技工学校（效果图）

建设通达学院，促进产教融合

桐庐：下一站，新职教名城
钱塘江尽到桐庐钱塘江尽到桐庐，，水碧山青画不如水碧山青画不如。。杭州桐庐被称为杭州桐庐被称为““中国最美县中国最美县”“”“中国民营快递之乡中国民营快递之乡””，，当前当前，，快递物流快递物流、、视觉智能视觉智能、、生命健康生命健康、、新材料新材料、、新能源等新能源等““141141XX””重点产业重点产业

正在此地聚链成势正在此地聚链成势，，剑指杭州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剑指杭州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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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庐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桐庐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
如今如今，，桐庐又多了个名号桐庐又多了个名号———新职教名城—新职教名城。。
20252025年首场新闻发布会年首场新闻发布会，，桐庐聚焦技能人才桐庐聚焦技能人才，，提出要打造提出要打造““新职教名城新职教名城””，，建设通达学院建设通达学院，，并出台并出台““引育提速引育提速、、赋能提升赋能提升、、院校提质院校提质、、评用提级评用提级、、激励提档激励提档””五大行动五大行动1515

条政策条政策，，为技能人才提供全方位保障为技能人才提供全方位保障，，促进产教融合促进产教融合。。这将成为桐庐未来的战略重点之一这将成为桐庐未来的战略重点之一。。
把新职教名城作为县域重要的发展战略来布局把新职教名城作为县域重要的发展战略来布局，，到底有何深意到底有何深意？？

当下，桐庐正加快推动快递物流地标性产

业链“高原造峰”、视觉智能等四大百亿级产业

链集群发展、传统产业加速转型、未来产业积

厚成势，全力向先进制造业集群转型。产业结

构不断优化升级，新兴产业不断兴起，此时的

桐庐，比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一支与产业高度

适配的高技能人才队伍。

放眼全国，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

匹配度不高的问题仍存在，特别是职业院校专

业设置与产业的匹配度不高。桐庐要打造新

职教名城，如何破题？

据了解，桐庐围绕产业链布局人才链，定

制化、订单式培育与快递物流、视觉智能、新能

源等主导产业相匹配的技能人才，让产业发展

与人才引育同频共振、深度融合，让技能人才

更好赋能产业升级与区域发展。此次政策中，

桐庐出台产教融合补贴，鼓励企业与技能院校

合作开设“冠名班”“订单班”，按实际投入60%

给予补贴……

以快递物流产业为例，作为“中国民营快

递之乡”和“三通一达”的发源地，桐庐集聚快

递物流关联企业 339 家，年产业营收突破 450

亿元，其中关联规上服务业企业营收占全县

90%以上。

“传统快递企业也在谋求转型升级，向数

字化、人工智能、快递出海等板块拓展。”中通

快运相关负责人介绍，企业对于职工职业技能

提升和学历教育，以及自动化、数字化、人工智

能、快递出海等专业人才支持方面有巨大需

求。

为此，作为打造新职教名城的“新亮点”，

桐庐将建设通达学院，依托“三通一达”龙头企

业、职业院校等资源，通过合作办学、合作培

训、实地研学等方式，提升快递行业人才专业

技能与创新能力，助力快递物流产业链“高原

造峰”。

桐庐计划按照“一总四分”的模式打造通

达学院。“一总”即成立实体化运行的通达学

院，在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挂牌，内设“产

业学院、管理学院、研学基地、研习中心”，其

中，产业学院和管理学院重点培养企业紧缺专

业人才，研学基地重点构建快递人文之旅，研

习中心主要开展高端培训与行业前沿研究。

“四分”即分别引进“三通一达”培训中心，依托

各自企业的实践经验和资源优势开展内部培

训。

推进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同频共振，不是

一厢情愿的“拉郎配”，专业和实训是桐庐增强

产教融合吸引力的关键之一。

“这些仪器可以进行成分分析、微观表征、

磁性能等测量。”近日，在桐庐科德磁业磁性材

料产品检测检验中心，杭州技师学院磁性材料

产业学院学生在企业师傅指导下，全神贯注地

操作着三坐标测量机，以现场工程师培养模式

开展实践教学。不久的将来，他们将告别学生

学徒身份，真正走出校园，进入企业工作。

桐庐创新体制机制，以当地产业需求为导

向，政校企多方联动共建产业学院。磁性材料

是桐庐的主导产业之一。2022年，杭州技师学

院磁性材料产业学院成立，政企校联合运营，

实现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企，共同招收企业

新型学徒 163 名，培养企业员工 300 多人次。

“产业学院的专业课程70%以上都是和企业共

同谋划的，企业的工程师来校上课，学生有入

企培训的机制，产教不再是‘两张皮’。”杭州技

师学院磁性材料产业学院负责人汪峰介绍。

按照规划，未来，桐庐将聚焦“141X”县域

主导产业、新兴产业以及特色产业，建成8个以

上产业学院，1个产教深度融合的示范性实习

实训基地，每年培养输送技能人才 5000 人以

上。

促产
产教融合同频共振

抢先机
打造技能型社会

县城城市风貌

杭州技师学院

桐庐现代物流产业人才学院（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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