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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教育 时代

本报记者 刘芬

上月， 长沙县职业中专教师赵兵成功
入选“第 14届全国技术能手”，和他一起获此
殊荣的我省仅有 4人。记者到学校技能实训基地普车区
见到赵兵时， 他正在带学生进行实操训练，“操作要匀，
控制一定要精准，在刻度间隔为 0.1 毫米的车床上要想
实现精度 0.02 毫米的加工目标， 就得按 0.01 毫米的标
准来要求自己 。 ”

赵兵是在 2015 年的全国技能大赛赛场上， 被正在
寻觅良师的长沙县职业中专相中，作为高技术人才被引
进到长沙县职业中专从事机械专业和数控专业教学工
作的。 彼时，他在辽阳技师学院任教。

跨省引进优秀师资，打造优质制造类专业，只是近年来
长沙县职业中专深化校企合作，服务地方产业的一个缩影。

随着长沙县县域经济的迅猛发展，远大、三一、广汽
菲克、德国博世等一大批工业企业纷纷进驻，当地企业
对实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剧增。 在这一背景下，长沙县
职业中专重点加强智能制造专业群、现代服务业专业群
和园林建筑专业群建设，为当地产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
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

校企合作，共同承担教学任务，将公司化管理融入
班级管理，将企业文化融入班级文化，将企业活动融入
班级活动，使学生就业后实现了“零适应期”，是长沙县
职业中专探索出的校企合作典型模式。博世班、 远大班
等 18 个企业订单班开办，广汽菲亚特、北汽福田、都市
花乡等 35家企业校外实训基地建成，三一重工、广汽菲
亚特探索现代学徒制试点实施……截至目前，学校已与
51 家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 形成校外产教融合基地和
学生实习就业基地。

“10年前，为了解决学生的就业问题，我们要主动送
学生去广州、深圳等地实习，而现在，广州、深圳的企业
主动找上门来，我们也没有毕业生给了。 ”长沙县职业中
专校长李浩告诉记者，当前，在学校 3 大核心专业群中，
80%的学生参与订单培养，非核心专业群中，也有超过半
数的学生进入了订单班，学校就业率达到 98.5%以上。

79 个培养基地
成“芙蓉工匠”摇篮

12 月 15 日，由湖南
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牵头
发起的“全国职业院校乡
村振兴协作联盟” 成立，
来自全国各地的 62 所职
业院校成为联盟成员单
位。湖南商务职院党委书

记周忠新告诉记者：“联盟
成立后，将充分发挥职业院校

人才优势和专业优势， 为乡村振
兴提供人才支撑。 ”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 职业院校如何利用自身优势，
助力乡村振兴？

作为全国供销合作社示范性高等职业
院校的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积极探索、
创新实践，构建了“校政企合作”服务三农、
助力湖南乡村振兴的创新模式。

“雪峰山发展生态旅游以来，当地建起
了许多民宿，由于没有进行统一规划管理，

还停留在以往农家乐的水平， 距离精品乡
村旅游服务还有很大距离。 ”湖南商务职院
旅游管理学院院长刘韵琴在多次调研后，
就当地乡村旅游现状及发展规划作了详尽
的调查报告。 今年 7月，湖南商务职院与雪
峰山生态文化旅游公司正式签署合作协
议，共同创建雪峰山旅游学院。 学院开设旅
游管理、酒店管理、商务管理、商务英语 4
大专业，以“品质乡村旅游”为特色主动对
接湖南全域旅游经济发展， 服务旅游产业
扶贫，服务乡村振兴国家战略。

电商时代， 如何给农产品插上信息化的
翅膀， 周忠新动起了新脑筋：“培养懂互联网
技术又了解‘三农’现状的农村电商人。 ”

学校成为全省最早开始培养农村电商人
才的院校之一，通过采用“理论教学 +项目实
训 +轮岗实习 +创业孵化 ”的育人模式，实
行校企双管、双育、双创教学。近 5年来，学院
共培养 3000余名农村电商专业人才，其中半
数以上正在为贫困农民提供服务。

20 个新兴优势产业链呼唤创客型工匠
移动房屋屋顶采用太阳能板设计，

实现说走就走的旅行; 太阳能磁场陀螺
利用上了清洁太阳能， 减少对传统电池
的使用; 摩天轮书架为书籍带来色彩和
魔力……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创客节
上，170 余件脑洞大开的创意作品充分
展示了学院致力打造“创客”校园，培养

“创客型工匠”的丰硕成果。
“学校创新空间里的工程坊、 路演

厅、孵化邦、咖啡吧、图书馆等场所，学生
们可以免费使用，除承担教学任务外，全
天 24 小时面向师生开放。 ”湖南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李玉民介绍，自 2012
年以来，该校每年投入近 2000 万元对创
客空间 103个实训室进行改造。“工程坊
配备制作必备的镭射切割、3D 打印、多
功能车钻铣床、焊接等制作工具，每个工
坊都能制作出相应的产品或模型。 ”

学院根据创客型工匠成长规律，构
建“创客专门课程 +创客式课改课程”体
系，落实“制作中学习”的理念，开发了 15
门创客课程， 改造创客式课程 229门，出
版 12本相应教材，制造视频资源 3200余
个。

为主动融入产业转型升级，湖南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还成立了智能应用
技术研究所，打造了 10 个服务智
能制造的科研团队。 学院党委书
记成立平告诉记者， 学校对教师

的创新活动给予大力支持，明确教师转
让技术、提供服务产生的收益全额由教
师支配。

“我们设计的车库不仅能做到用 3 个
停车位的面积换取 100 多台车的停车
空间，还能做到地上车库与地下车库车
辆同时进出，互不干扰。 ”艾金山老师向
记者介绍他带领学生团队研发的新型
一体式智能立体式车库。 目前，该车库
已获得国家 3 项发明专利，11 项实用新
型专利，另有 6 项发明专利进入机构实
审阶段，整个设计构成了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

近三年来，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围绕智造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承
担横向服务 27 个， 立项国家
自科基金项目 1 项， 湖南
省自科基金项目 5 项，师
生申请专利 (含软件著
作 权 等 ) 共 计 837�
件，位居全省高职
第一。

2.4 万毕业生随“一带一路”走出去
徐晴毕业于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电气自

动化技术专业，曾在学院首届远大班学习。“远大
班的英语分为通用英语、行业英语、专业英语，其
中，专业英语由远大公司有丰富海外工作经验的
服务工程师主讲，会介绍大量的工作案例。 ”徐晴
回忆，当时远大班总共有 20 名学生，实行分组教
学，每人操作一个实训台，先后学习 PLC 编程、
生产线故障排查等内容。 毕业后，徐晴进入远大
科技集团任职，第二年即被派往沙特任海外服务
工程师，现任远大空调有限公司中东大区服务经
理。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实施，以中联重

科、三一重工、中车株机等为代表的湖南工程机
械、轨道交通装备产业“走出去”，成为我省唱响
全球制造的亮丽名片。 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不仅
把产品卖出了国门，更把售后服务、品牌营销等
环节延伸至海外。湖南企业主动对接全球产业布
局，中国制造迈入“黄金时代”。

人才引领智造的新时代， 面对中联重科、三
一重工、远大科技等行业龙头企业“走出去”人才
短缺的情况，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依托先进装
备制造技术、先进装备控制技术、汽车技术等重
点专业群，启动了服务湖南装备制造业“走出去”
海外人才培养培训基地项目建设。

“中联重科与湖南工业职院合作从 2003年开
始，从简单的企业员工招聘，到学校开设工程机械
专业，实行订单培养，再到共同开展外向型人才培
养培训……”中联重科人力资源总监刘士启介绍，
近年来，围绕“海外人才培养，校企实施外向型人
才、驻外人员培养”计划，基本形成了“技能 + 语
言 +法律 +标准”人才培养培训模式。

目前，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开设有中联
班、远大班、铁建班、博世班等 7 个企业外向型订
单班，专业领域从原有的数控、汽车制造、电气自
动化等 3 个专业拓展至汽车服务、 模具设计、机
械制造、商务英语、物流管理近 15个专业(方向)。

匠心筑梦，湖南职教迈入“黄金时代”
构建现代职教体系，搭建人才“立交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高水平的“芙蓉工匠”，服务地方经济发展。通过

卓越高职院校建设、特色专业群构建、现代学徒制试点等一系列改革和探索，湖南职业教育发展迈入“黄金时代”———

183 个电商平台助推湘品“出湘”

链
接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 全省职业院
校坚持产教融合，着力打造职业教育标准、
校企协同育人、“双师”教师培养、教育资源
开发、职业技能竞赛、教育质量监控“六大
体系”，依托省级示范性特色专业群，与企
业共建“芙蓉工匠”新生代培养基地 79 个，
年均向社会输送合格技能人才 39 万人，涌
现了一大批芙蓉技术师、芙蓉工艺师、芙蓉
汽车工匠等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链
接

围绕服务乡村振兴
战略，全省职业院校通过
共建学院助推 “湘品”升
级，4 所高职院校分别联
合行业企业， 共建湘瓷、
湘绣、湘菜、湘茶学院，传
承传统技艺，推动工艺创
新。项目帮扶助推“湘品”
做强，聚焦油茶、猕猴桃、
黑山羊等 20 余种特色农
产品， 开展科技攻关，扶
助农业产业项目实施规
模 5.04 万亩， 新增产业
效益 2.1 亿元。 搭建平台
助推“湘品”出湘，建立电
商平台 183 个，策划营销
方案 4000 余个， 解决重
大经营问题 193 个，有效
服务农产品销售。

近三年来，全省高职院校主
动围绕我省 20 个新兴优势产业
链，对接企业技术需求，与企业
合作建立技术研发中心 119 个，
立项制造类应用技术研究项目
531 个， 获制造类专利 562 项，
与相关企业合作开展生产技术
攻关 498 项。 对接合作发展需
求，创新集团化办学机制，组建
省级职教集团 36 个， 加盟企业
达 1890 家， 共享实习实训设备
总值 85 亿元， 产生直接经济效
益 56 亿元， 逐步形成产学研深
度合作、共生发展的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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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省装备制
造、轨道交通、建筑、杂
交水稻等湖湘企业纷
纷 “走出去”，2017 年，
全省高职院校毕业生
在 “走出去 ”企业就业
人数达到 24000 余人 ，
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
家共建高技能人才培
养基地 4 个。

赵兵带学生实操

雪峰山旅游学院举行活动

学生操作自动化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