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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T

针对贫困群众因贫辍学、因学

致贫、无技能致贫等现象，云南省

积极发挥职业教育资源优势，通过

政策和资金扶持，帮助贫困群众接

受高质量职业教育，达到“培养一

人，脱贫一户”的目标。

贫困辍学生成技术工人

来自怒江州兰坪县边远山村的

刘红星，如今成为保山隆基硅材料

有限公司一名技术娴熟的工人，他

还当上车间小组长，扣除“五险一

金”后，他每月能领3500多元工资。

2015年时，16岁的刘红星考

上高中，其姐姐也考上一所重点

大学，为减轻家里负担，他说服父

母，开始辍学打工。2016年，云南

省印发了《云南省高等职业教育创

新发展行动计划（2016～2018年）

实施方案》，明确积极通过专项资

金补贴和政策倾斜，鼓励省级重点

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招收农村籍贫困

学生、贫困辍学生，通过职业技术教

育帮扶，帮助贫困学生实现脱贫。

为落实好该政策，云南冶金高

级技工学校到怒江招生，原本辍学

打工的刘红星报了名。当年9月，

他顺利成为该校电机维修专业的学

生。学校为刘红星等一大批当年招

收的农村籍贫困学生免除了学杂

费，还给予每人每月450元伙食补

助，而学生每学期只需缴纳400元住

宿费和300多元教材费。2017年，

经过两年学习后，刘红星经学校推

荐进入保山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工

作。如今，他家里的经济条件得到

明显改善。

据云南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

成人教育处有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针对怒江、宁蒗、昭通等地

特困农村学生因贫辍学等情况，教

育系统精准发力，采取财政资金补

贴、就业政策倾斜等措施，积极鼓

励中、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开设针对

性强的技术专业，招收困难学生。

通过免除学杂费、政策性提供伙食

补贴、勤工俭学等办法，使学生接

受低成本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毕业

后推荐和安排学生就业，实现了

“培养一人，脱贫一户”。目前，

全省已有数万名贫困学生和贫困辍学

生通过职业教育成为技术工人。

庄稼汉实现进城就业

云南还十分重视对有一定文化

基础但缺乏技术、缺乏致富门路的

建档立卡贫困群众的职业技术教育

帮扶。

和肥林是怒江州的一位普通

农民，仅读了两年初中就回家种

庄稼。苦于缺乏技术和致富门路，

他多年仅靠两三亩薄田维持生计。

2016年，云南省交通厅挂钩帮扶他

所在的村子，提供近300个劳务扶贫

岗位，但和肥林由于没有技术，未

能外出就业。

2017年开春，在云南省交通厅

的协调下，云南交通技师学院推出

了职业技能培育项目，涵盖挖掘机

驾驶和操作、厨师培养、路面铺装

技术、机电维修等市场需求较大的

行业。公益性培训专门针对农村有

一定文化基础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个人不需缴纳学费。

和肥林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

为期半年的厨师培训，后被学校招

录为教职工食堂帮厨工人。随后，

在云南省交通厅的协调下，他的妻

子也来到云南交通技师学院务工，

成为一名保洁员。目前，夫妻俩每

月的工资扣除保险后还有4000多

元。2018年底，和肥林家达到了

“两不愁、三保障”条件，摘掉

了贫困帽。

据悉，云南职业教育在精准扶

贫工作中，一方面积极围绕提升服

务“三农”能力，通过引导各地将

项目、资金、人才、教育设备向职

业教育领域进行倾斜，建立针对性

强、符合农民务工就业实际的技术

专业，逐步构建起“公益性职业农

民培养培训体系”。另一方面，通

过挂钩单位、驻村扶贫工作队，精

准识别出一大批有一定文化基础、

但缺乏技术和致富门路的贫困群

众，将他们纳入公益性职业农民培

养培训范畴，使其通过职业教育掌

握一技之长，实现脱贫。目前，全

省已有10多万贫困群众接受教育培

训，不少人成功转变为职业农民，

依靠技术实现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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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毕业生成为企业用工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