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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工程系“成功破冰”走稳校企合作路

方雪梅

题记题记题记题记：世界上有两种动物能到达金字塔顶：一种是老鹰，还有一种是蜗牛。

苍鹰能到达金字塔顶，归功于它有一双善飞的翅膀；而蜗牛能抵达金字塔顶，则

取决于它永不停息的执著。

与其它一些年轻锐气的系部相比，机电工程系更像一位执著的智者，始终瞄

准江阴乃至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升级，牢牢把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命脉，一步一

个脚印地在校企合作、服务企业、服务社会的道路上执著前行。近几年来，机电

工程系依托校企合作，在专业建设、课程改革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完成教

育部“高职高专性质、地位、作用与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江苏省教育科学“十

一五”规划课题等多项纵向项目，建成了无锡市重点建设专业 1 个，省成人特色

专业 1 个，省精品课程 1 门，无锡市优秀课程 3 门，获得了 10 多项江苏省大学

生创新实践项目……2012年，专业群“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技术”又成功获批“江

苏省高职高专院校重点建设专业群”，带头人周宏雷主任还顺利晋升“教授”职

称。

与此同时，一直以来，学校

与企业之间总有挥之不去的“抱

怨”。很多高职学校校企合作搞了

多年，却依然很难突破“两张皮”

的瓶颈。针对合作中企业参与的

动力和能力不足的难题，机电工

程系始终把“多赢性”作为校企

合作的价值追求，为企业的人才

培养、技术服务、人员培训等提

供有效的支撑，努力与企业建立起以“互利互惠、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为基础的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以至不少企业后来主动出资，要求与系部

共同培养人才：江苏富仁集团一次捐资10万元与系部共建实训基地，江阴鑫裕装

饰材料有限公司捐资30万元资助教师项目开发，而530企业江阴城大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则捐赠了价值100万元的“BCAD 机械设计软件”150套，直接用于师生教

学……凡此种种，使得机电工程系与近40家企业合作的天地日益宽广，并形成了

良性互动的合作局面。

一、完善人才培养模式，为企业输送高素质的实用人才

系部主动适应江阴及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以培

养具有过硬的“职业知识和技能”、良好的“职业素养”的生产、建设、管理、

服务第一线需要的技能型人才——“班组长”为目标，努力培养具有创业精神、

创新能力的高技能专门人才，走学校—企业—社会联合办学的道路，实践并完善

着“定向招生、双向培养、二元一体、三维互动”的人才培养模式，融“职业知

识和职业技能”、“人品和职业素养”二元为一体，通过“教学”、“科研”、“服务”

三维互动，校企双方共同完成人才培养。在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

近年机电系每年向社会输送400多名毕业生，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都在93%以上，

对口就业率85%以上。

近年来，系部与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海虹有色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江阴博比（中国）有限公司、江苏融泰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先后

开办了 “吉鑫合作班”、“海虹合作班”、“博比合作班”、 “融泰合作班”。与企

业领导和技术人员共同组建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在大三第一学期，从学生中选

拔有意向的学生组建“企业冠名班”。在专业原有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的基础

上，根据企业岗位对人才的能力需求，进行适当修改，形成具有企业特色的人才

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校企合作共同编写个性化教材，关键职业能力课程和职业

素养、企业文化讲座等，由合作的冠名企业选派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来

学校授课，教学过程中还组织学生到企业进行参观和顶岗实习，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订单培养”。目前，机电系已与20余家企业签订了“定向招生、双向培养、

二元一体、三维互动”的人才培养合作协议。

为更好地为企业量身培养适用人才，系部结合企业实际工作过程和要求，按

照“项目引导，任务驱动”教学模式开展课程改革，在实验、实训或实习场所组

织现场教学，培养学生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工程技术能力。如教师在与

江阴恒鼎特钢制品有限公司的合作中，了解到企业产品的生产工艺可以通过调整

进行改善时，就为该企业设计制作了系列工装夹具，并由顶岗实习的学生操作使

用，将生产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使学生能够在做中学，在学中做，真正实现了“工

学结合、顶岗实践”的教学设想。学校还与劳动局、江阴知名企业密切合作，将

职业资格证书和专业技术等级证书嵌入学历教育，实施多证书教育，已设有“职

业技能鉴定所”、“Autodesk公司授权的CAD认证中心”、江阴530企业合作的“BCAD

培训中心”等，对学生进行数控车床操作中级、高级和计算机绘图初、中级培训，



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职业资格证书认证体系。仅数控技术专业，近年来100%的在校

生获得了中级数控车床操作工证书、计算机一级B证书和计算机绘图证书。

“很多职业教育强

调让学生动手，没有动

脑，而我们不希望把学

生培养成机器人”。系主

任周宏雷这样表示，“衡

量培养的学生是否符合

社会需求，是否合格，

不是看他少上了哪几门

课，而是要看他缺哪种

‘营养’，比如说团队合

作精神、职业操守与能

力、不断进取的意识等，缺什么补什么，但怎么补，没有统一的要求和模式。”

近年来，机电系通过开办学生社团、让学生参与各类技能大赛、参与社会实践等

方式，让学生不断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在参与中体验，在体验中感悟，学生的综

合素养得到了明显提升：近年机电系学生获得机器人大赛、科技创新比赛、CCTV

希望英语风采大赛等省级以上奖项20余项；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在江苏省高等学校

优秀毕业设计评选中两次获得一等奖；周洋同学还在江苏省第五届大学生职业规

划大赛中，以第三名的好成绩被评为“十佳职业规划之星”。

二、积极提供技术服务，为企业送去丰硕的科技成果

积极参加企业的项目研发和技术服务，已经成为机电系专业教师的共识。“事

实上，企业非常需要学校给他们提供技术服务，而学校教师通过技术服务，不仅

可以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更能不断增强自身的技术水平。只有这样，校企的合

作才会紧密，教师的业务技术水平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才能真正深入地进行教

学改革，实施高技能班组长型人才的培养工作。”对此，周宏雷主任颇有感触。

近年来，各专业教师纷纷为企业的技术工作排忧解难。2006年，周宏雷等老

师在与江苏富仁重工合作过程中，成功解决了困扰企业不能提高大直径孔攻丝效

率的难题，只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耗资不到10万元就研制出76mm直径自动攻丝

机，为企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2008年，富仁集团与学院签订协议，组建了

“江苏省加油站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华超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上马了一

套钻杆生产线，钻杆是钻机必不可少的重要零部件，在油田的钻探过程中，一口

油井需要用成百上千根钻杆，钻杆的质量，直接影响油井钻探的质量和进度。李

光玲、周宏雷、陈天河、陈小龙等教师帮助他们设计开发了“钻杆端部感应加热



车”和“钻杆冷床”，2008年2月完成设备装配调试工作，并在其新成立的“朗博

特钻杆有限公司”投入生产运行，该项目获得了无锡科协颁发的厂会协作二等奖。

在与无锡市医用仪表厂合作过程中，李光玲、孙移等老师巧妙构思，设计了随行

夹具、自动标定刻线装置、自动分类分拣装置，成功解决了困扰企业生产效率低

的难题，研制出了基准刻度标定机、体温计分号机等设备，获得了三项发明专利

和三项实用新型专利，另有两项发明专利在受理中，为企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

益。事实上，在技术服务中很多教师也尝到了甜头：崔联合老师依托市科协平台

为好几家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短短几年完成了“汽车刹车总泵主缸缸体液态模锻

模具装置”等2项国家专利，还发表了4篇核心期刊论文，被评为江苏省“青蓝工

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2012年，徐丽红等专业教师的4项项目化课程

教材，《机械零部件图纸绘制与识读》、《机械基础与项目实施》、《数控车床

编程与操作》、《夹具设计与项目实施》得以立项，王益辉等老师还与江阴“530”

企业江阴城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出版了普通高等学校“十二五”规划教材《计

算机辅助设计-BCAD中文版教程》。

近五年，机电系专业教师主动承接企业产品技术开发项目共18项，完成其他

科研项目12项，2个项目立项为江苏省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一大批成果

如《钻杆冷床设计》、《航空胶片自动卷片机设计》等己投入企业生产，目前己

取得国家专利44项，其中发明专利6项。

三、切实做好人才培训：为企业推出贴心的智力服务

依托专业实训基地成立了职

业技能鉴定所，实训基地利用先

进的设备和优良的师资队伍，面

向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企业及社

会，长年开设中高级车工、钳工、

维修电工、数控操作工、CAD/CAM

现代制造技术等职业资格培训与

鉴定，每年培训约1000人次，有

效地实现了实训资源的校际共

享、校企共享。

其实，机电系与很多企业的合作，都是从员工培训开始的。例如，2002年，

江阴富仁集团下属企业江阴富仁机件厂在生产淡季，教师们主动提出为该厂员工

培训充电的事宜，得到了董事长袁仁伟的响应，开办了100多人参加的机械基础

知识培训班，效果良好。此后，当该集团属下的另一企业——富仁高科在生产中

遇到技术困难时，董事长自然而然想到了机电系，于是，一项一项的技术合作便



不断进行着，系部教师研制出了各种焊接夹具及板材产品等，为企业创造了直接

的经济效益。2011年，系部为富仁集团完成了“富仁集团技术三维软件服务”项

目，2012年完成了“产品零部件系列化设计方法与实现”，接下来，还要为集团

完成“技术员工的培训与考核”项目。因为良好的培训口碑与社会效应，近年来，

江阴西城钢铁、江阴瑞明集团、江阴船舶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江阴市陆金标科技

学校等众多企事业单位，纷纷与机电系寻求合作，系部也陆续为他们提供了令人

满意的机械技术和技能培训服务。

在十多年的校企合作道路上一路走来，机电系感触最深的是，校企合作能走

得这样稳健，关键是离不开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机电系一直非常重

视教师的成长，尤其是青年教师的培养。目前，系部专任教师 42 人，其中教授

1 人，副教授 19 人，省高校“青蓝工程”专业带头人培养对象 1 人，省高校“青

蓝工程”骨干教师培养对象 2 人，39 人具有技师资格证书，外派德国职业技术

交流 12 人。今年暑假，王益辉、陈寿国、唐黎明等 3 名青年教师还分别被派往

常州、无锡、北京进行技能培训。问及今后校企合作的走向，周宏雷主任介绍说，

今后不同专业间的教师合作将成为必然，从来就没有哪个企业会给你完全的机械

类项目或电子类项目。除了继续提升师资水平、提高校企合作的本钱外，就是还

要进一步依托行业、联合企业实现校企融通，建立企业工程技术研究所。“职业

教育始终是环环相扣的，学校、政府、企业都是其中的一环，高职教育要做好，

必须有不从事教育的人全面参与。”同时，要努力建设好实训基地。要用最先进

的教学设备，精选企业的实际工程项目，编写针对实际项目的特色教材，按照完

成工作任务顺序组织教学，实施“工序卡”教学法，使实训基地成为培养机械制

造与自动化技术类“班组长”人才的教学中心、中小企业的研发中心、技术服务

中心和公共实训平台，为本地区中小企业提供机械设计与制造、计算机辅助设计

与制造、模具设计与制造、机电一体化技术和数控技术等先进制造技术的技术咨

询与服务，为企业进行系统升级改造、技术支持、员工培训和职业资格认证，对

进城务工人员、失地农民和转复军人等进行上岗技术培训，并针对江阴地区中等

职业学校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为实训条件较差的中职学校提供开放共享式的公

共实训平台，着力提升职业教育服务地方产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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