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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曹妃甸职教城：
打造“一带一路”人才高地

2016年2月15日18时许，在爆竹和打
桩锤的交织声中，曹妃甸职教城建设工程在
曹妃甸打下第一根基础水泥桩；2月29日曹
妃甸职教城项目建设开工仪式隆重举行；7
月28日，在唐山大地震40周年之际，曹妃甸
职教城一期3所学校全部建成交付使用：总
建筑面积74万平方米、单体建筑123个。

2016年 9月 5日，曹妃甸职教城迎来
首批新生——唐山市实验中等专业学校的
300多名新生入学报到，并在唐山市国防训
练基地举行军训动员大会暨开营仪式。

2017 年 3 月，伴随着又一轮春潮，唐
山实验中等专业学校近千名学生入学报
到……

这仅仅是开始。
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诞生了150年，《职

业教育法》颁布实施业已20周年。在新形
势下，现代职业教育面临着新的发展与改
革，这种“发展与改革”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
式。或者说，曹妃甸职教城不能照搬其他
的职业教育模式。打造“中国匠谷”，是曹妃
甸职教城职业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探索。

姚义纯说：“中国保信集团要为中国职
业教育领跑，为中国未来的‘匠谷’奠基，为
打造“一带一路”人才高地求解。”

面向社会需求，加大教育供给侧改革，
开办职教城合理科学的院校体系；优化专
业、对接需求，按照产业、行业对新型劳动力
的需求，设置应用专业；设计、优化、重构课
程结构，形成以用为本、突出学生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培养的课程体系；建立院校与
行业、企业的深度合作，定向、对口为企业培
养实用、技术技能型人才，“通过实施和完善
高职院校学生技能训练，专门化、精细化育
人路径，培养‘中国工匠’，最终服务于‘一带
一路’倡议、‘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

借鉴吸收国内外先进的教育理念，曹
妃甸职教城已经把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深
深植入脚下的这片处女地中。

于是，各项工作正逐步展开：与教育部
共建曹妃甸职教城发展平台，共享国家教
育资源，进行国际国内招商；承接北京应用
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产业转移；导入中国
保信集团职业教育资源，实现“跨区域、跨
行业、跨国界”吸引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

2017年3月21日，在法国巴黎，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与北京曹妃甸国际职教城正式
签约，将在北京曹妃甸国际职教城设立世
界职业教育培训基地。

曹妃甸职教城已为“中国匠谷”奠基。
一支高学历、高职称、高素质的专职兼

职研究团队，带来的是一个现实的目标：在
未来5年内，建成业内独特、国内先进、国际
知名的现代职业教育智慧总部，成为最具
保信创造焓值、最具人才聚合潜值、最具跨
界思想价值和最具方向引领峰值的中国职
教城理论研究中心、数据挖掘中心、学术交
流中心和模式创新中心，建成曹妃甸职教
城“智库”。

这无疑是曹妃甸职教城“国际化”的良
好开端。

路在脚下，未来可期。“职教胜地，工匠
摇篮”，未来的“中国匠谷”，将沿着“一带一
路”的方向，从这里起步、迅跑……

历史的进程，有着其自身
的发展趋势。

2013年 9月和10月，国家
领导人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
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重大倡议，在相关各国
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
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
同体”。

融通古今、连接中外，顺应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
潮流——一个跨越时空的宏伟
构想从历史深处走来，它承载
着丝绸之路沿途各国发展繁荣
的梦想，赋予古老丝绸之路以
崭新的时代内涵。因此，“一带
一路”的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
度关注和响应。

按照国家发改委、外交部、
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丝
绸之路经济带”发挥新疆独特
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

口作用，深化与中亚、南亚、西
亚等国家交流合作，形成丝绸
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
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
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通过
海上自贸区建设，联通欧、亚、
非三个大陆，与“丝绸之路经济
带”在战略上形成一个海上、陆
地的闭环。

在这个闭环中，曹妃甸成
为重要的一个点——它通过蒙
冀铁路，实现了海上与陆地的
联通。

蒙冀铁路又称“张唐铁路
（张家口—唐山）”、“张曹铁路
（张家口—曹妃甸）”。2015年
12月，蒙冀铁路全线通车，西北
通过张集铁路（张家口—内蒙
古集宁）与临哈铁路（内蒙古临
河—新疆哈密）、兰新铁路接
轨，有效地与内蒙古的“六干七
支”和新疆“四干四支”铁路网
络相连；东南与张唐（曹）铁路
相接直达唐山曹妃甸，这样，内

蒙古、新疆乃至中亚和蒙古国
等地区，正是通过曹妃甸找到
了新的出海口。

曹妃甸，一头担着西北，一
头连着大海，从而站在了“丝绸
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交汇点上。

这是曹妃甸从来没有过的
高度和地位。

“丝绸之路经济带”赋予了
曹妃甸的高度。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孕
育了曹妃甸的地位。

著名专家、学者周谷平、阚
阅联合撰文：“‘一带一路’愿景
与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创新创业
人才、国际组织人才、非通用语
言人才、华人华侨人才、海外高
端人才以及急需领域专业人才
等各类人才的支撑和保障。”

然而，不说创新创业人才、
国际组织人才、非通用语言人
才等高端人才，就是曹妃甸每
年“蓝领”人才的缺口就高达两
万人。

一个期冀依托“一带”与
“一路”进一步加快实现港城联
动、产业集聚的新兴沿海城市，
离开人才支撑无异于天方夜
谭。

这正是曹妃甸职教城难得
的契机。

2016年 5月28日，在第四
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
易会上，曹妃甸职教城一经亮
相，便把“中国匠谷”的概念推
向全国、推向世界。

“中国保信集团将在曹妃
甸职教城打造‘职教胜地·工匠
摇篮’，为中国工业的百年基业
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并最终
形成享誉全球的‘中国匠谷’。”

“中国匠谷”，这是一个崭
新概念在全国、在世界的首次
提出。

而它的支点，正是“一带一
路”。

曹妃甸，把未来的发展牢
牢地焊接在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的轨基上。

早在2012年，姚义纯就曾
到曹妃甸考察。

当时，曹妃甸正处于一个
热火朝天的年代，但同时又带
着“肯定”与“否定”两种截然不
同的声音。姚义纯在这块土地
上行走，用独特的视角审视着
曹妃甸：港口、码头、交通、陆
域、产业……一切的一切，都给
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带着内
心的筹划与考量，姚义纯辞别
曹妃甸，回到了清镇。

贵州清镇职教城建设正
酣。

清镇职教城，是保信集团
精心打造的“生态园地、科创基
地、人才高地”，它为贵州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
支撑，也成为中国保信集团“云

贵川”战略的得意之笔。但是，
保信集团的“下一步”该怎样
走？

一个历史性的机遇破空而
来。

2014年 2月26日，在北京
举行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
谈会上，“京津冀协同发展”首
次正式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
国家领导人明确提出“要加快
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
展路子来”。2015年4月30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京津
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与此同
时，国家出台政策，积极推进环
渤海经济圈合作提档升级。

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如春
潮拍岸。一时间，承接非首都
功能项目、优化发展环境，实现

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协同发
展的浪潮，在冀东大地此起彼
伏。

唐山捷足先登。
2015年10月19日，时任唐

山市委副书记、曹妃甸区委书记
王立彤，时任唐山市委常委、副
市长税勇率唐山(曹妃甸)党政
考察团来到贵州，参观考察清镇
职教城的规划建设，并希望中国
保信集团携清镇职教城的威势，
到唐山共同打造曹妃甸“世界新
港、协同新区、渤海新城”。

姚义纯慨然回应：“清镇职
教城建设已近尾声，在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大潮中，中国保信
集团未来的发展方略一定作出
调整，这个调整，就是要走出

‘云贵川’，走向‘京津冀+云贵

川’，这与曹妃甸的建设‘世界
新港、协同新区、渤海新城’战
略有着高度的契合——曹妃
甸，将是我们未来重要的选择
之一。”

因此，中国保信集团公司
谋势而动。

一个月后，国家工信部和
京津冀三省市共同举办“京津
冀产业转移对接活动”。活动
中，曹妃甸区人民政府和中国
保信集团有限公司正式签署
《曹妃甸职教城投资合作协
议》，确定曹妃甸职教城由曹妃
甸区人民政府和中国保信集团
有限公司合作建设。不久，北
京曹妃甸职教城投资有限公司
宣告成立。

谋势者达天下。

渤海之畔，浪花翻腾，一漾带走时光，一漾带来希望。伴随着朝夕不停的浪叠浪涌，北

京曹妃甸职教城在渤海岸边拔地而起。

一个总投资达380亿元的浩大工程，将借中国现代职业教育改革之机，乘京津冀协同

发展之势，以“中国海港第一职教城”为目标，打造一座“绿色环保、科技智慧、和谐共享”的

“科教之城、创新之城、典范之城”，一座“国际化、现代化、生态化、智慧化”的产业新城，最终

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匠谷”，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打造人才高地，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同

频共振。

路 径

中国保信集团选择曹妃甸，有着资源、区位、产业的诸

多考量，但最根本的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为职业教育提

供了一条科学的路径

谋 势

从“云贵川”到“京津冀+云贵川”，中国保信集团借势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向曹妃甸走来

落 笔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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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匠谷”奠基，为打造“一带

一路”人才高地求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