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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四川省装备制造业产教联盟？据
向桢介绍，四川省装备制造业产教联盟是由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牵头，联合四川省内
设有装备制造业相关专业的职业院校、科研
机构、大型装备制造企业和行业协会，按照平
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自愿组成的合作组
织。其目的在于资源共享、合作育人、集团化
办学，构建四川装备制造业职业教育体系和
工人培训体系。

四川省装备制造业产教联盟的成立，是
我省产业和职教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所结的
硕果。

提到产业，装备制造业无疑是我省的优
势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省已经形成产
业规模较大、技术装备较先进、研制水平较领
先、配套体系较完善的装备制造工业体系，装
备制造工业已然成为我省在国内外市场上具
有较强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和对国民经济有重
要支撑作用的支柱产业。

德阳作为我省重要的工业城市，不仅是
我国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基地，还形成了以
中国二重、东方汽轮机、东方电机、四川宏华
等为龙头、带动周边 1000多家规上配套企业
的产业集群，成为国内重装制造业集中度最
高的区域。

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技术技能人才
的支撑。“尤其是在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的时
期，我省对装备制造业人才，特别是技能骨干
人才等关键性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另一方
面，由于受地处西部内陆的区位限制，我省的
装备制造业人才出现了引进困难且易流失的
不利局面。”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我省迫切需要大批装备制造业技能
型人才。”

那么，我省的职业院校是否具备培养此
类人才的能力呢？

“最近几年，我省职业教育的发展取得长
足进步，职业院校的基础能力明显加强，多元
化办学格局也基本形成。”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牵头的职业院校，四川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已然成长为我省装备制造
产业转型升级的一支重要力量。

据介绍，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通过与
德阳市政府、中科院、中航集团、中国工程物
理研究院、东方电气集团、中国二重、成飞集
团、成发集团等大批科研机构和骨干装备制
造企业广泛开展校地合作、校企合作、校研合
作，已初步形成政产学研用一体格局。

但是，我省的职业教育发展也存在不容
忽视的问题，即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与市场
结合不够紧密，培养模式与市场需求不相适
应，人才培养的实效性不高，服务能力不强。

于是，针对市场对高层次装备制造业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以及提升我
省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迫切需要，四川省装
备制造业产教联盟便应运而生。

据向桢介绍，四川省装备制造业产教联
盟运用市场机制集聚装备制造行业协会、科
研机构、企业和职业院校的创新资源，搭建一
个集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创新创业和精准扶
贫为一体的协同服务平台，统筹推进政产学
研用五位一体系统发展，形成适应我省装备
制造产业创新发展的产教深度融合的体制机
制和运作模式。

“产教联盟”如何促进产教深度融合？

瞄准高端装备制造
探索职教改革创新范本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易陟 杨萍 文/图

2018年7月12日，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应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邀请，参加了

“2018年校企技能人才合作对接会”。向桢代表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介绍了学校通过搭建
产学研平台，对接航空航天产业发展需要，开
展航空材料检验检测服务、技术人员培训和高
技能人才培养的做法和成效。

谈及此事，向桢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们
学校是作为唯一不属于航空系统的职业院校
参加了这一盛会。”

获此“殊荣”，源于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深厚的背景”。

向桢告诉记者，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与
中国航发集团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中国二重
万航模锻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共同建立了航
空材料检验检测中心。该中心不仅是中航集团
在四川省的 6个军民融合工程项目之一，也是
西南地区唯一一家航空材料检验检测中心和
培训基地。

从建立至今，航空材料检验检测中心的客
户皆是“大咖级别”的企业，包括成都发动机公
司、成飞集团、中国二重、核九院等，为C919、
歼 20、歼 11、波音 747等航空飞机上的相关零
件提供材料性能检测、检测技术研究等 100余
项服务。

作为培训基地，航空材料检验检测中心也
同样出彩，为中航工业、中国铸造协会、四川省
特协等培训业务人员 20余批近 3000人次，年

服务收入1820万元。
“组建四川省装备制造业产教联盟的主要

任务之一，就是要打造产学研一体化的科技创
新平台。”向桢告诉记者，“学院从很早开始，就
秉承这一理念，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
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搭建产学研平
台，促进产教融合。”

航空材料检验检测中心只是学院针对产
业发展，整合各方资源，引入科研院所、企业、
协会等，共建产学研平台的缩影。

在四川省装备制造业产教联盟的推动下，
学院进行了多个产学研平台的资源整合并完
善了共享机制，促进了航空航天、燃气轮机、智
能制造装备等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譬如，学院与德国KUKA、成都环龙合作
共建的四川工业机器人应用创新中心，为中国
二重、东汽、思远重工等企业开展“大型铸锻件
自动磨抛”“大型铸锻件自动焊补”等工业机器
人应用开发 35 项，突破了大型铸锻件现场快
速三维重建、机器人轨迹自动规划、自动编程、
工具恒力控制等关键技术 10 余项，带动企业
产值上亿元。

再譬如，学院与德阳市政府、西门子共建
的西门子德阳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创新中心，每
年承担学生实训 18.2 万人·时，完成 5719 厂、
中国涡轮研究所发动机部件试制，完成四川航
天新型号叶轮和调压器试制等 436项，年服务
收入1510万元。

此外，学院还联合德阳重装企业和省内高
校，在航空材料检验检测中心、智能制造中心
和四川省工业机器人应用创新中心的基础上，
建设“机器人、高温合金切削、航空模锻”3 个

“四川省工程实验室”，开展关键共性技术研
究、工程化试验等，用前沿技术引领专业发展
和服务地方。

这些喜人的成绩，是在职业院校、企业、科
研院所和行业协会协同合作下取得的。通过优
势互补，多方拧成一股力，不仅增强了各方服
务社会的能力，也实现了产教融合可持续发
展。

未来，四川省装备制造业产教联盟的成员
将继续发挥各自优势，在人才培养、教学科研、
实习实训、就业指导、产业开发、技术服务、信
息咨询等方面加强校际交流和校企协作，支撑
产业调整升级，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发展。

到 2020 年，力争拥有关联性职业院校和
应用型本科院校30家、科研机构15家，装备制
造骨干企业 25家，行业协会（学会）7家。建成
产学研平台10个，开展各类技术服务项目200
项，主要专业对口就业率和职业教育对产业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均在原有基础上提高5%。

到 2025年，将该联盟建成全国一流、全省
领先的联盟，做强一批龙头骨干企业、打造一
批特色鲜明的职业院校、建立一批高水平的产
学研平台，为建设制造强省和“中国制造”西部
高地作出积极贡献。

成立产教联盟 打造产业升级的“造血”利器

搭建产学研平台 推进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

“我们学院是国家在1959年与中国二重、
东方电机等重装企业一起布点建设的学校，
所以这么多年来，产业结构调整到哪里，学校
办学就跟进到哪里，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学校就提供什么样的人才支撑。”向桢告诉记
者，组建四川省装备制造产教联盟的目的之
一，就是为适应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培养“适
销对路”的人才。

“培养模式就是‘三对接’构建人才培养
方案，‘三进入’升级人才培养方法。”向桢如
是说。

“三对接”即以“专业设置对接产业需求、
人才培养规格对接岗位职业标准、教学内容
更新对接技术进步。”

“随着市场的变化，企业需要的人才也随
之改变，学校的育人模式也要相机而变。”向
桢说，“举个例子，由于市场变化，一段时间
内，东汽的产品结构发生重大调整，急切需要
焊接高技能人才，在这个档口，学院马上调整
教学内容，通过‘校中厂’的模式，引入欧洲焊
工标准，采用学院与企业联合培养的方法，为
东汽培养了142名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全部进
入了核电、风电生产的重要岗位。”

“三对接”是如何运作的呢？
一是由“产教联盟信息平台”发布产业动

态和人才需求预测，学院根据研究产业发展
规划、人力资源供求状况，跟进产业前沿，适
应高端装备制造对人才的需求，实施专业动
态调整，优化调整专业结构。

二是组建以行业企业专家为主的产教融
合理事会，由行业企业为主细化完善高端装
备制造业岗位职业标准，组建以学校为主的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根据岗位职业标准，结
合学生全面发展和成长需要，制定人才培养
质量标准，系统设计课程体系。

三是开展新产品试制、工艺技术研发、技
术服务等项目，建立工程案例库，将生产、科
研与技术服务中形成的工程案例纳入教学内
容，由学院教师选取工程案例应用于教学。

通过实施“三对接”，学院调整优化专业
59 个，校企合作开发人才培养方案 22 个，建
成国家、省精品资源共享课 24 门，网络课程

344门，“机械加工”等工程案例库8个。
“三对接”旨在针对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

密集、工艺复杂、质量标准高对技术技能人才
的要求，构建人才培养方案。“三进入”则突出
实战能力培养，以提高教师工程实践能力、学
生实战能力和创新意识。

具体而言：
教师进入平台。推行专任教师轮岗制度，

专业课教师每五年至少一年进入产学研平
台，从事生产管理、工艺技术研究、技术服务
等，实施“技师工程师培育计划”，提高教师工
程实践能力。

学生进入项目。教师根据立项项目，申请
开设工程素质提升课，按项目具体任务招募
学生助手，学生通过选课进入项目，实行过程
考核，在生产、科研和技术服务经历中，培育
学生的创新意识。

教学进入现场。推行主干专业课“双教师
授课”，在授课计划中明确分工，实践性强的
内容由工程技术人员现场讲授；实训课结合
产品试验试制、检验检测、机电设备维修等生
产任务，按照生产要求、工艺技术和管理规
范，进行现场教学，提高学生实战能力。

通过推行“三进入”，学院的教师轮岗进
平台186人，培养教授和正高工56人、高级技
师和技师 92 人；建设工程素质提升课程 47
门；“双教师授课”课程 29门；874个项目进入
教学；学生参加省级及以上技能大赛、创新创
业大赛获奖218项。

成绩突出，荣誉加冕。学院的这一人才培
养模式成为四川省第八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
奖的一匹黑马，荣获最高奖项一等奖。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成果在机械行指委、
数控技术类专指委、智能制造技术类专指委、
应用技术人才培养促进与指导委员会、研究
与评价指导委员会、产教合作促进与指导委
员会、全国机械行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职教集
团等年会会议上，以“产教融合为高端装备智
能制造培养紧缺人才”“创新装备制造业现代
工匠培养模式”等为题作专题成果推广17次。

“上百所中高职院校共享着这一教学成果。”
向桢颇为自豪地告诉记者。

“搭建产学研平台，培养高端装备制造业现代工匠的探索与实践”获得四川省第八届高
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培养高端装备制造业现代工匠”入选《中国制造2025》“1+X”典型实践案例汇编；
“产学研合作培养高端装备制造业现代工匠的探索与实践”获得2017年全国机械行业

职业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
……
提及这些成果，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向桢如数家珍。在四川省装备制造业产教

联盟的推动下，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产教融合的新模式、新做法层出不穷、百花竞放。
时间回到2017年3月。为了促进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我省出台了《关于推进

产教联盟建设促进产教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该《方案》出台后，我
省的产教联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2017年9月，我省首个重点行业产教联盟——四川省装备制造业产教联盟正式成立。
经过近一年的探索和实践，四川省装备制造业产教联盟通过优化整合制造业各领域资源，带
动联盟内各院校、企业、科研单位进行大胆探索，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
新模式、新典型已初见成效。一方面提升了职业教育贡献率和产业整体竞争力，另一方面推
动了经济社会的创新发展。

创新联合培养机制 孵化“适销对路”的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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