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校企融合  协同育人 强培提能 服务发展 

类别:提升服务发展水平 

一、案例主题 

强化与轨道交通、智能制造、信息技术等行业企业深度融合，

校企协同育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助力行业企业发展，全面提

升服务发展水平。 

二、背景与起因 

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突出职业技术（技工）

教育类型特色，深入推进改革创新，优化结构与布局，大力培养

技术技能人才。完善职业技术教育国家标准，推行“学历证书+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创新办学模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鼓励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技术教育，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完善高层次

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完善学历教育与培训并重的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渠道”；“开展高质量职业培

训。落实职业院校实施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的法定职责，按照

育训结合、长短结合、内外结合的要求，面向在校学生和全体

社会成员开展职业培训”。 

教育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动员全



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精神，扎实推进

教育脱贫攻坚行动，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教育扶贫政策体系、投

入体系、项目体系、资助体系和保障体系，动员全教育系统力

量，合力攻坚克难，推动教育行业扶贫。 

为实现中国职业高等教育“山职”样板的发展目标，学校

社会服务在量身规划职业技能培训与学生终身发展方面需要积

极探索；在有效发掘学校资源开展培训和社会服务方面需要大

胆实践；在充分发挥高校优势实施精准脱贫防止返贫方面需要

担当作为。 

三、主要做法 

（一）落实校企协同育人，助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以培养复合型、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为出发点，以学生就

业为导向，坚持产学结合的培养方式和开放式、互动式的教学

方法，全面提升校企协同育人质量。 

通过共享大数据应用，形成独特的人才库，学校配备学业

导师，针对学生专业学习、思想政治和升学就业等方面进行指

导，企业配备产业导师，做好学生的贴身教练。校企双方对就

业学生进行持续的成长追踪，随时关注其职位状态、学习工作

能力和薪资变动，分析不同企业的岗位动态和员工培养信息，

研判岗位技术需求前景，结合个人职业规划，面向共性岗位

群，开展专项培训，针对个性化高素质发展需求，开展“一对

一”培训。形成校企双循环的技术人才资源圈，促进人才效用



最大化，助力行业企业发展，服务中国产业走向全球产业中高

端。 

（二）服务经济落后地区，助力困难学生高质量就业 

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高校困难

学生就业压力大的严峻形势，学校严格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 2020 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工作的通知》部署要求，坚持把经济落后地区毕业生就业工作作

为重要政治任务，研究制定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保障毕业生高

质量就业措施》，压实领导责任，强化顶层设计，狠抓责任落实，

探索实施“上心、上门、上网”“三上”就业服务工作法，全力

推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人才支持。 

上心，为特殊群体毕业生谋划就业。建立重点帮扶台账，

实行“一人一档”、“一人一策”，对特殊群体毕业生从意向

行业、意向岗位、意向地区等进行详细摸底，全面掌握每个人

详细情况。上门，为学生争取更多优质就业岗位。全校上下千

方百计拓宽就业渠道，学校党委班子成员亲自挂帅，“上门”

企业实地考察，主动联系用人单位收集岗位需求信息，积极向

用人单位推荐人才。上网，为就业招聘搭建“云端服务”。充

分利用网络云平台架起就业工作新机制，实施网上面试招聘，

形成网络就业生态圈，保障就业工作“不断线”，就业服务

“不打烊”。 



 

 

 



（三）畅通人才成长渠道，助力山东省高质量发展 

在产教深度融合背景下，秉承“为企业量身打造现代工匠，

为国家潜心培育合格人才”的办学宗旨，完善学历教育与培训并

重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渠道。在人才培

养培训过程中，引进先进行业理念，植入行业资源，瞄准行业实

际需求，充分利用校企深度融通优势，注重职业技术技能和职业

精神高度融合，促进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工作提质增效。 

多年来，学校与中铁济南局集团公司、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

公司、青岛地铁公司、济南地铁公司等单位形成了紧密的校企合

作关系，在人才培养、学生就业、职工培训、实训基地建设、师

资共享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成人本专科学历教育及国铁、地铁

等企业员工培训规模不断扩大，得到轨道交通行业的广泛认可和



高度评价。 

四、成效与启示 

（一）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创新 

大力推进现代学徒制——学校先后与济南轨道交通集团、青

岛地铁和鲁南制药集团等企业，建立 8 个专业进行现代学徒制试

点联合培养，其中国家级试点 7 个，省级试点 1 个；创新开展

“2+1”定向培养——为解决岗位人员紧缺的问题，我校与中国

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实施定向培养，毕业生可以提前一

年上岗，缩短了培养周期；积极推行 1+X 证书制度——成功申报

教育部 1+X 证书制度试点，共有 Web 前端开发、建筑信息模型

（BIM）和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 3 个 1+X 证书制度试点；分步实

施“校企协同育才工程”——结合企业发展和岗位实际，细化了

岗位群发展规划和个人发展规划，增强了针对性培养，铁道学院、

轨道学院等与相关企业共同制定了针对具体岗位高端人才十年

培养计划 3 个；持续深化产教融合——2020 年，学校先后与未

来网络、新华三、安博教育、华为确定了相关合作项目，为学生

学习就业提供了更多平台、开辟了更多渠道。 

（二）困难学生高质量就业 

我校 2019、2020届 79 名建档立卡经济困难家庭学生中，升

学就读本科院校 8 人、自主创业 1 人、推荐就业 66 人（其中，

43 人进入大型国有企业工作），建档立卡经济困难家庭学生就业

率达到 95%。我校 2021 届建档立卡经济困难家庭学生 34 人，已



推荐就业 19 人。学生定职后月薪均超过 5000 元，有效保障了特

殊群体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三）成人学历教育和社会培训齐头并进 

扩大成人教育规模——2020年，专科招生专业增加到 6个，

招生 432 人，网络本科招生专业 8 个，招生 640 人，成人学历教

育在校生规模达到 1540 人。拓宽校企合作渠道——与中云启迪、

徐矿集团煤炭销运公司、济南施普安全设备有限公司、山东省汽

车流通协会、光大集团山东乐普善德等签订合作协议共计 30 余

份，拟在航空安检、铁路机车驾驶、医养产业等开展培训合作。

增加社会培训力度——在已开展的青藏铁路总公司职工培训、南

宁局集团公司管理人员培训，济南局副司机、司机考前培训、专

兼职教师培训，中铁四局、中铁十局培训，济南、青岛地铁职工

培训的基础上，2020 年争取到技能培训、适应性培训、创新创业

教育培训的补贴性培训资质，共计培训超过 3.6 万人次，实现社

会服务到款额 900 余万元。组织国家级行业资格考试——国家铁

路局铁路机车车辆驾驶人员资格理论考试，自 2018 年建设验收

正式获批考试点以来，已经举办了 5 次考试，共计 1000 余人次

参加考试，考试通过率近 80%。 

（四）加强队伍建设，构建专业化社会服务体系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建立专兼职师资库，改善队伍结构，不断提高教师教育

培训能力。按项目开发课程体系, 量身制订培养培训方案，不断



提高培养培训效果。建立集技术服务、培训等校企合作为一体的

工作架构，主动对接社会及企业需求，开发服务合作项目，完善

社区服务信息平台，为社区教育和终身学习需要提供教育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