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层康复养老服务人才示范性职工培训基地建设方案

一、建设背景

为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推动职业院校服务企业生

产、助推产业转型升级，按照《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广东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等要求，决定启动示范性职工培训基地项目建设工作。推动职业院校

联合行业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产教融合型企业共建一批示范性职

工培训基地，发挥校企双方资源优势，面向行业企业、面向广大职工，

提供技术技能培训服务。本基地以 3 个重点职业培训为龙头，带动学

校整体专业建设，全面推动教育教学改革。

二、建设基础

1.基地组成：该基地为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牵头，联合肇庆医专附

属医院、肇庆市残联、肇庆市中医院共同申报，已有一定的建设基础。

牵头单位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是一所三年制医学高等专科职业学

校，开设康复治疗技术、中医学、护理学等十多个专业，康复治疗技

术、护理专业在校生近 2000 人，每年向社会输送毕业生近 700 人，

主要服务基层医疗机构，成为康复治疗、护理人才主要来源。康复治

疗技术、护理专业的教学、培训经验丰富，能胜任康复养老职工的培

训工作。协同单位临床带教经验丰富，临床病例全面，能满足职工培

训的实践教学需求。

2.基地设施：肇庆医专附属医院、肇庆市残联、肇庆市中医院作为我

校校外实训基地，培训场地充足，其中附属医院场地就有约 1000 平

方，拥有近 1000 万设备，设备种类齐全、先进，基地已经使用 5 年

余，运行顺畅。已开发老年护理、疾病康复、疼痛康复、老年膳食等

职业培训项目，年培训规模达 2000 人以上。

3.运行情况：

3.1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现有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中医康复治疗

技术专业、康复护理等专业，每年培养毕业生约 700 人；肇庆医专附

属医院，现有 5 个康复、老年病区，开放床位 200 张，每年培养实习

生 100 余人。并以第一负责人开展“康复训练在老年 COPD 患者中的

临床意义”、“体外冲击波疗法结合小针刀治疗痛症的临床应用”等

康复及疼痛专科特色的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6 项。

3.2 肇庆市中医院：是一家三甲医院，设立康复科、老年科多年，康

复、老年等相关专业技术成熟，有一支稳定的专业技术团队，为社会

培养了无数的康复、养老人才。与肇庆医专附院在本基地联合承办了

2021 年肇庆市基层卫生技术人员中医药知识与技能理论培训班，培

训人员 40余人。



3.3 肇庆市残联：协助调研肇庆市康复养老服务人才需求，协调基层

康复养老服务人才示范性职工培训基地项目实施，出台地方性规章制

度保障基地顺利建设成功，下达指令性服务区域康复养老人才培养需

求培训计划。

3.3 团队情况： 团队 15名专职教师，15 名兼职教师组成，其中项目

负责人是我校直属附属医院副院长、中医系康复教研室主任，具有丰

富的项目管理经验以及临床工作和教学工作经验；团队成员包括康复

治疗技术专业、临床医学专业、中医专业教师和医院的医师，结构便

理、分工明确，执行力强。 教学团队相对稳定，能满足培训基地的

教学培训、日常管理、发展规划等工作的需求。

三、建设目标

（一）总体目标：聚焦广东技工、南粤家政等工程，面向企业职工、

下岗职工、农村转移劳动力等人群，提高职工职业能力和技术技能水

平，为行业培养更多人才，提升就业率。

（二）具体目标

1.扩大培训规模：对照基地已有培训能力，加强基地建设，扩大培训

规模。按照培训项目与产业需求对接、培训内容与职业技能培训标准

对接、培训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的要求，校企协同开展职业培训项目、

优化职业培训内容，开展职业培训，年培养规模达 2000 人以上。

2.促进就业：通过调研结果，开发职业所需培训项目，推动“1+X”

证书标准在行业企业的应用推广。储备师资力量，修订行业标准，为

行业培养更多人才，提升就业率。拟计划每年培养就业 500 人次。

3.增加就业岗位，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在人才培养的同时，建立老年

医院、康复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的康复养老服务网络。组

建康复养老联盟，促进康复养老服务重心下移和资源下沉，提升县、

乡、村三级康复养老服务能力。引导更多的医院转型提升康复养老服

务能力，增加基层康复养老岗位，促进就业，充分发挥基层康复养老

健康服务人才示范性职工培训基地的示范作用。

4.教学资源的开发：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合适的培训模式，完善教学

资源，修订教学资料等，形成最优的职业培训教学资源。计划开发培

训项目 6 个，包括：老年护理、疾病康复、老年膳食管理、残疾人辅

具适配服务、老年用药管理、老年养生保健；开发教学资源包 10 个，

包括培训项目的 6个教学资源包，还有老年人共同的心理概况、职业

道德教育、康复养老相关政策简述、残疾人心理概况。

四、基地管理：



①组织领导：成立示范性职工培训基地建设指导委员会，在委员会指

导下，科学制定本基地教学体系建设规划和分年度实施方案，并成立

相关的工作机构，具体负责规划的实施管理。②制度保障：制订一整

套规范的制度，通过科学的运行管理，确保实践教学体系建设顺利进

行。③资金保障：学校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向重点建设的教学体系项

目倾斜。同时，积极与行业企业合作，建立多渠道、多形式的筹资模

式，实现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投入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

五、培训项目组织实施

5.1 提升基地条件。团队成员、培训条件、基础设施等基础能力与高

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培养相适应。在目前已有基础上，根据培

训项目需求，不断更新设备、增加场地等，力争达到职业培训要求，

实现教学环境与工作环境相适应。拟扩增基地面积 400 平方，购进设

备 200 万。

5.2 加强团队建设：吸收企业管理 3名、技术骨干 12名，专职教师

15 名，高级职称 10名，充实基地团队建设，构建一支素质优良、技

艺精湛的“双师”教师队伍和教学团队。

5.3 优化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方式：遵循“企业的需求，我们的责任”

这一基本理念，探索全方位校企合作模式。与企业共同研究培训方案，

共同开发培训课程标准，力求培训资源与企业技术标准相适应，培训

内容与岗位技能相适应，加强素质教育，特别是职业道德教育。根据

不同人群及防疫要求，运用手机、电脑等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改革职

业培训方式，开发在线教学资源，在建课程 6 门。

5.4 推广培训成果、突显特色成效：通过增设就业岗位，提高人才就

业率，促进企业对培训成果的运用；计划每年促进就业 500 人次。始

终保持基地活力，促进基地可持续发展，由基地 7 名专职人员负责建

立可持续发展监控机制，随时接收企业反馈意见，鼓励企业参与培训

项目开发，推动动“1+X”证书标准在行业企业的应用推广。

六、建设单位保障机制

1、组织保障：进一步完善团队成员合作协议，明确团队分工，制定

工作计划，将工作责任层层分解，落实到具体人员。

2、制度保障：制定《康复养老服务人才示范性职工培训项目实施管

理办法》《康复养老服务人才示范性职工培训项目经费管理实施细则》

《康复养老服务人才示范性职工培训岗位目标管理考核细则》、《学员

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一整套管理制度。加强对教师、教学



的管理，要特别注重把专业培训过程管理与专业培训效果的评价结合

起来，调动教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3、完善工作量认定和考核评价指标：建立工作量认定与考核评价的

指标，对创建工作进行目标管理，列入目标考评的重要内容，把创建

目标与工作目标结合起来，确保创建目标按期实现。

4、教学质量保障：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教学质量评价、教学运

行制度等。教学质量监控的重点集中在教学管理、教学条件、教学改

革、教学过程、教学考核的各环节，帮助教师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

平。

5、经费保障：学校提供一定经费，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

七、建设步骤及时间进度安排

2021 年 10 月至 2021 年 12 月 确定基地团队成员、制订职业培

训管理制度；制订年度实施性计

划、方案。

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3 月 多方协同，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必要时完善基地建设。

2022 年 4 月至 2022 年 10 月 培训项目实施，拟完成年培训量

2000 人次。

2022 年 11 月至 2022 年 12 月 项目评估、验收

八、经费筹措及预算安排

项目 预算 来源

培训项目开发、教学资源开发 6 万 建设单位自筹

平台建设（教学平台、交流平

台、支持平台、微信视频号）

1 万 建设单位自筹

调研及会议差旅 3 万 建设单位自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