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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双驱三支撑”

山东省机械行业职业培训教育集团实体化运作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
阔、大有可为。坚持正确办学方向，
坚持立德树人，优化职业教育类型
定位，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
入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
体制、保障机制改革，稳步发展职
业本科教育，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
院校和专业，推动职普融通，增强
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构建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是深化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要抓手，
是进一步激发职业教育办学活力，
促进优质资源开放共享的重要手
段。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期，在职业教育从“层次”教
育到“类型”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新
阶段，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迎来了
最好的发展时期。山东省机械行业
职业培训教育集团成立于2013年
10月，由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批准，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牵头成立。集团成立以来，聚焦山
东省机械行业发展，院校、企业转
型升级的需要，搭建起了一个校企
对话、共建共享平台，在人才培养
与培训、技术攻关、科学研究、政策
研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形成了
涵盖政府、行业、学校、企业涉及90
家单位的山东省机械行业“朋友
圈”。2019年集团被认定为山东省
骨干职业教育集团。

“一核双驱三支撑”实体化运
作模式实现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集团逐步探索实体化
运行，初步构建了以理事会为核
心，制度体系与运行机制为驱动

力，分支机构、特色机构、服务载体
为支撑的“一核双驱三支撑”职教
集团实体化运作模式，成为了山东
省机械行业交流服务高地，极大地
促进了山东省机械行业教育链、人
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
接。集团充分发挥理事会为核心决
策作用，构建了以集团《章程》为基
本遵循的管理制度体系。理事会作
为集团核心决策机构实施任期制，
每届任期五年，理事会根据集团发
展情况定期修订集团《章程》，先后
出台了资源共享、经费管理、分支
机构管理、考核与激励等方面的制
度，搭建了完整的集团管理制度体
系。运行机制方面，集团建立了文
件发布机制，将集团规划、机构调
整、工作部署、考核奖励、活动组
织、重要讲话等以集团文件的形式
发布。建立了工作简报发布机制，
将集团运行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发
展成就、典型案例等以工作简报的
形式定期发布。为进一步提升集团
各成员参与集团发展建设的积极
性，探索形成了集团年会及论坛活
动的轮值承办机制，每年举办的集
团年会由集团成员轮流承办。构建
了“两发布、一轮值”的集团常态化
运行机制体系。集团设立了“分支
机构+特色机构”组成的集团二级
运行单位，设立了专业建设、高水
平教学团队建设、技术技能服务、
国际交流与合作等4个专门工作委
员会，以及智能制造、自动化、现代
商贸流通、信息技术、汽车维保、城
市艺术设计、技工教育等7个产教
融合协作委员会等集团分支机构，
实现了集团运行管理的精细化。集
团12个企业成员中设立了智能制
造、自动化、商贸流通、信息技术、

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岗位监测站，
将企业成员的新技术、新工艺、新
规范，以及相关岗位需求和能力要
求变化情况及时反馈，提高学校成
员单位在专业调整、教学标准修
订、课程内容更新等方面的响应速
度，形成了集团的特色机构。集团
建成了基于大数据的集团智慧管
理信息服务平台，在资源共享、合
作交流、培训鉴定、招生招聘、课题
研发、专业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进一步提升了成员单位之间
的数据互联、信息互通、资源共享、
项目共建水平，将集团打造成了山
东省机械行业的人才供需、校企合
作、项目研发、技术服务、科学研究
的聚集高地。

服务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和

企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

2020年以来集团培育产教融
合型企业8个、共建专业33个，共建
教材18本、共建课程153门；成员单
位共有企业兼职教师2949人，校际
兼职教师833人，教师企业实践608
人月、共建基地298个。学生在成员
单位顶岗实习占全部实习学生的

比例92 . 4%、在集团内采用贯通培
养方式培养学生数量占升学学生
的比例8 . 97%，承担了现代学徒
制、企业新型学徒制、1+X证书试
点等相关改革任务。毕业生在集团
内企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学生数
的比例47%、集团内毕业生孵化企
业8个、集团内毕业生孵化创业项
目数21个、毕业生受国家或省级奖
励205个。成员单位合作取得的研
究成果发表141个、合作取得专利
17个、合作获得省级一级和国家
级奖励116个。集团成员间横向科
研数达78项、集团成员之间横向
委托资金268 . 49万元。岗前培训
3561人次、岗位培训109636人次、
继续教育352人次。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特色鲜

明亮点突出

集团单位共建现代产业学院，
将集团企业成员资本、知识、技术、
设备、管理、品牌与学校成员的教
育教学资源充分结合。山东劳动职
业技术学院、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
限公司共建的混合所有制智能制
造学院，共同投入了3000万元建设

了高端实训中心和智能制造产教
融合协同创新中心，共建了工业机
器人技术(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专业方向)、智能制造系统调试和
运行维护2个专业，开发了18门课
程标准，联合开展了生产性实训、
智能制造一体化教师培训、企业产
品研发与制造、技能大赛培训等工
作。成员单位合作共建产教融合载
体，于峰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齐鲁技能大师特色工作站、王芳
名师工作室、智能控制技术技能
传承创新研发平台等产教融合载
体，在产品研发、课程开发、资源
建设、师资培养等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企业成员单位设立的教师
企业实践工作站，为院校成员培
养了大批“双师型”教师和教学创
新团队。集团积极推动校企协同
世赛集训与成果转化，基于世界
技能大赛CAD机械设计项目，集
团成员共同建成了国内一流的世
赛集训基地，协同打造了一支省内
一流、全国知名的大赛专家教练团
队，形成可复制、可借鉴的大赛选
手选拔、培养体系模式，实现了世
赛成果向卓越技师培养有效转化、
有机融合，形成在全省职业院校具
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德技双修“齐鲁
工匠”人才培养体系。

今年6月份，山东省机械行业
职业培训教育集团被教育部确立
为国家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联
盟)培育单位。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建党100周年，又是“十四五”规划
的开局之年，在这个职业教育前
途广阔、大有可为的新阶段，山东
省机械行业职业培训教育集团将
秉承传统，继往开来，为中国职业
教育大发展增加动能。

据新华社电 记者6月28日从中科院
海洋所了解到，我国“科学”号科考船完
成首个高端用户共享航次，在目标海域
获得大量科学发现，并进行了多台套国
产自主研发设备的海试工作，圆满完成
了“在海底做实验”的任务，近日顺利返
回青岛母港。

据参与本次科考的中科院海洋所副
研究员王敏晓介绍，以往的研究中，深海
样品被带到实验室开展后续研究，但由
于压力、温度和其他化学环境骤变，深海
样品的生理活动同样发生改变，真实的
深海生命过程无法被准确认知。依托该
航次，中科院海洋所在深海海底搭建了
水下实验平台，首次实现“将实验室搬到
海底”的创想。科学家得以在深海开展水
下原位实验，为揭示深海生物极端环境
的适应机制提供了可靠依据。

为保障深海水下原位实验顺利进行，
本航次同步搭载完成了多通道拉曼平台

等多台套国产设备海试工作，通过自主
研发实现了海底群落生物的标志识别等
多项关键技术突破，相关数据和样品将
解答深海黑暗食物链组成、深海碳源碳
汇通量、生命起源等重大科学问题。

其中，“海洋之眼”深海着陆器搭配自
主研发的系列拉曼光谱探针，实现了对冷
泉喷口流体及喷口附近天然气水合物、自
生碳酸盐岩等多类目标物的原位长期连续
探测，再现了甲烷、硫化氢等关键生物化学
反应标识物的时空变化规律，初步结果表
明微生物串联了地球深部岩石圈、近底层
水圈及黑暗生物圈间的元素转换。

科考期间，科考船上搭载的无人缆
控潜器下潜作业21次，获得大量珍贵样
品及数据。

据了解，本航次搭载了来自中国科学
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厦
门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9家单位的16个高
水平研究团队的科学家。

“科学”号首次将
实验室搬到海底
为揭示深海生物极端环境适应机制提供了依据

““科科学学””号号科科考考船船科科研研人人员员进进行行深深海海海海底底水水下下原原位位培培养养实实验验。。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中中科科院院海海洋洋所所供供图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赵波
通讯员 邓旺强

我国地铁车辆向“标准化”迈出关键
一步。6月28日，由中国中车承担研制的我
国首列中国标准地铁列车在郑州下线，
标志着我国在地铁车辆技术领域取得重
大创新突破。

据介绍，中国标准地铁列车是以中
国标准为主导，采用标准化、模块化、系
列化的设计理念，继承既有地铁列车运
用经验并结合国内地铁用户需求自主开
发的、具有技术引领性的全新产品平台。
中国标准地铁列车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中国标准”覆盖率达到85%以上。与
常规地铁相比，实现了“九化两提升”。

此次下线的地铁列车将用于“郑州机
场至许昌线”，为采用GOA4级全自动驾驶
的时速120公里B型车，由中车四方股份公
司研制，是在中国标准地铁列车技术平台

下诞生的首个车辆产品，也是首个示范应
用的标准地铁项目。目前，中国标准地铁列
车平台下时速120公里A型车、时速80公里A
型车和B型车的研制也在顺利推进中。

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的研制和
示范应用，将引领我国城轨装备“标准
化”发展，降低城轨交通全寿命周期成
本，增强我国城轨交通装备技术核心竞
争力，为实现城市轨道交通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助力“交通强国”战略提供重要
的装备支撑。

据介绍，开展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全面
自主研发，通过技术攻关，中国标准地铁列
车所有关键零部件均实现自主研发制造。

与常规地铁相比，中国标准地铁列车
还采用大量新技术，实现整车安全和性能
提升，具有更加安全可靠、智能舒适、绿色
环保、经济适用等技术优势。通过提高软件
安全等级、车体强度、防火标准，增加智能
监测技术等，车辆安全性进一步提升。

首列中国标准
地铁列车下线

由中车四方研制，将用于“郑州机场至许昌线”

地铁列车内景

66月月2288日日，，我我国国首首列列中中国国标标准准地地铁铁列列车车在在郑郑州州下下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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