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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产教协同”的
人才共育机制，打造产教融
合生态圈

面向航运业智能航海、无人船等

新技术发展，港湾学院提出了“技能

为主、文化融合、意识贯通”的人才

培养理念，以航海技术和实践能力为

基 础 ， 融 入 “ 图 强 报 国 、 不 畏 艰 险 、

心 如 磐 石 、 同 舟 共 济 ” 的 航 海 精 神 ，

贯通“规则意识、安全意识、环保意

识 ”， 树 立 “ 技 术 新 、 实 践 强 、 素 养

高、国家化”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

有大国担当、国际视野、创新精神的

新时代卓越海员人才队伍，满足航运

业转型升级需求。

学院牵头成立港航职教集团和校

企 合 作 理 事 会 ， 港 口 码 头 与 学 校 形

成 责 任 共 担 、 利 益 共 享 、 成 果 共 建

的 共 同 体 。 企 业 入 校 建 立 生 产 性 实

训 基 地 ， 学 校 入 企 现 场 授 课 建 立 产

教 融 合 实 训 基 地 ， 老 师 、 师 傅 双 导

师 指 导 ， 教 学 过 程 与 生 产 过 程 对

应 ， 教 学 标 准 与 生 产 标 准 同 步 ， 建

立 了 “ 产 教 协 同 ， 校 企 相 融 ” 的 人

才 共 育 机 制 ， 打 造 了 以 产 促 教 、 以

教 助 产 的 产 教 融 合 生 态 圈 闭 环 。 学

院 教 师 积 极 参 与 社 会 服 务 ， 先 后 被

聘 为 全 国 船 舶 机 电 专 业 委 员 会 委 员 1
名 ， 全 国 交 通 教 指 委 委 员 1 名 ， 航 海

专 业 建 设 指 导 委 员 会 委 员 2 名 ， 全 国

船 舶 工 业 教 指 委 委 员 1 名 ， 累 计 31
名 老 师 被 聘 任 为 山 东 海 事 局 海 船 船

员适任评估员。

二、“校、政、企”三方共
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 （校）、海事局 （政）、船公

司 （企） 三方共同组建航海类专业建

设 指 导 委 员 会 ， 打 造 政 府 支 持 指 导 、

企业高度融入、学校协同执行的“人

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

共 担 ” 的 命 运 共 同 体 。 对 接 STCW
（《1978 年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

准国际公约》） 国际标准，打造校企

共同愿景，通过多元化途径保证企业

全程参与人才培养，及时跟踪新技术

在 航 海 领 域 的 应 用 ， 调 整 课 程 设 置 ，

培养日益增长的岸基航海类高技术人

才需求。

三、“校、港、船”三地联
合，打造实践教学体系

青岛港湾学院与企业合作研发航

海、轮机模拟器等 30 余个理实一体化

校内虚拟仿真实训室，解决“三高三

难”的实践教学难题，提升学生的职

业 认 知 度 。 依 托 山 东 港 口 资 源 优 势 ，

课 堂 搬 到 码 头 ， 比 如 船 舶 靠 港 期 间 ，

组织师生认识船舶作业现场，了解船

舶构造和岗位工作环境，增强对岗位

的认知理解。根据公司航线计划，每

年确定 30-40 条船，建成船舶流动教

学点，解决跟岗实习问题，利用寒暑

假组织师生随船航行实践，通过“老

师+师傅”的双指导教学，使学生体验

船舶航行期间工作场景，促进了职业

忠诚度提升。

依托实践教学体系，整合校企优

质资源，成立师资库，共同开发仿真

系统，共建课程，编写教材；建立双

师型培训基地，促进教师岗位技能提

高；通过了海事局 24 个船员培训项目

资质核验和质量体系认证，每年开展

船员社会培训 3000 余人次；服务军民

融合，开展部队军官技能培训。形成

了 集 学 历 教 育 、 双 师 提 升 、 社 会 培

训、军民融合的综合资源平台。

四 、引 入 企 业“航 海 文
化”，增强学生职业素养

青岛港湾学院建立专业课程思政

融入机制，融入企业案例，渗透航海

文化精神，开发新标准、新教材，技

能 与 思 想 并 轨 提 升 ； 加 强 “ 教 、 学 、

管、企”一体化培养，制定了由专职

教师、辅导员、教学干事、企业专家

组成的素质提升培养方案，教师结合

课 程 ， 落 实 到 教 学 ； 辅 导 员 通 过 班

会 、 团 课 、 心 理 辅 导 等 ， 落 实 到 生

活；教学干事通过流程、会议，落实

到全员；企业专家通过讲座和现场指

导，落实到实习实践，形成全员参与

新格局。贯通“入学-通识-专业-顶

岗”四阶段培养，从学生的入学阶段的

感知教育，到通识学习阶段的人文素养

教育，再到专业学习阶段的岗位素养训

练 ，最 后 到 顶 岗 实 习 阶 段 的 价 值 观 教

育，形成全过程渗入新局面。在“学校、

企业、社会”多方联动下，形成全方位

素质提升新机制，构建了航海类专业

“三全育人”体系，实现素质教育与学

业成绩综合评价新标准。

校政企三方共建 校港船三地联合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打造卓越海员培养产教融合生态圈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多年来坚持“技能为主、文化融合、

意识贯通”的人才培养理念，对接现代航运需求，建立“产教协

同、校企相融”的人才共育机制，引企入校、建课入企，打造以

产促教、以教助产的生态圈闭环，提升了德技并修的国际化卓越

海员人才培养质量。有效构建起企业与学校共同育人体系，学生

培养质量与企业需求双向并轨。

（信息来源：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在由山东卫视倾力打造，聚焦 00 后

高校毕业生的职场招聘节目——《求职

高手》的录制现场。舞台上，山东传媒职

业 学 院 的 应 届 毕 业 生 王 同 学 正 精 神 饱

满、自信大方地展示着自己过硬的专业

能力，舞台下，学院党委书记孙茜芸作为

王同学的“求职推荐人”，向用人单位负

责人介绍学院专业特色，推荐优秀毕业

生，山东传媒职业学院成为登上《求职高

手》节目的一所职业院校。

近年来，山东传媒职业学院深入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稳就业、保就业”决策

部署，强化统筹联动，形成工作合力，认

真落实就业“一把手”工程，扎实开展“访

企拓岗”专项行动，“线上＋线下”齐发力

搭建就业平台，全面打通优质人才“输送

链”，学院主导、系部协作、内外联动、全

员参与、保障有力的“大就业”工作格局

不断巩固，学院毕业生就业率及就业质

量稳步提升。

“线 上 推 介”让 求 职“触
屏可及”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主动搭建推介平

台，架起线上“云梯 ”，变“求职跑腿 ”为

“简历点投 ”，变“面对面 ”面试为“屏对

屏”面试，让求职“触屏可及”。学院举办

线上毕业生就业专场推介会，吸引上千

家企业参加，各教学系部大展身手、各显

风采，主动推介各专业毕业生，将招聘会

搬进直播间，用人单位现场连线教学系

部，精准对接需求，开展集岗位推送、政

策宣传、答疑解惑为一体的“全链条”线

上求职服务，实现就业供需有效对接，为

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搭建线上新平台。学

院 成 功 取 得“ 就 选 山 东 ”2022 年 山 东 省

高 校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专 场 招 聘 活 动 举 办

权，超过 200 家单位参与线下双选会，同

时在招聘会现场搭建直播间，充分发挥

“互联网+”推动就业效应，430 余家企业

参与云端招聘，提供 25756 个就业岗位，

直播点击率达 59.3 万次。

“访 企 拓 岗”助 校 企“同
频共振”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严格按照教育部

《关于开展全国高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

促就业专项行动的通知》要求，认真落实

就业“一把手”工程，开展以新建就业市

场、开拓增量岗位、促进毕业生就业为核

心的“ 访企拓岗 ”专项行动 。2022 年，学

院 党 委 书 记、院 长 带 头 ，走 访 用 人 单 位

220 余家，全面拓展就业渠道，了解用人

单 位 人 才 需 求 ，调 整 学 科 设 置、人 培 方

案 ，对 接 产 业 需 求 ，提 升 人 才 培 养 精 准

度，促进人才“有效供给”，实现企业“调

频”，学校“共振”，“同频共振”“一拍即

合 ”的 效 果 。同 时 ，组 织 用 人 单 位“ 组 团

式”进校宣讲，匹配毕业生就业意愿，有效

解决学院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信息不

对称、“有业难就”和“有岗空聘”等问题，建

立起精准供需对接，形成稳定合作关系，有

效打通求职招聘“最后一公里”。

“双管齐下”促就业“永不
打烊”

学 院 实 施“ 产 教 融 合、学 岗 融 通 ”“ 双

融”式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将学习环境与企

业生产环境融通、教学内容与职业岗位需

求融通、技能考核与岗位证书融通、教学过

程与生产实践过程融通，做到专业匹配产

业、所学匹配岗位，学院与 300 余家省、市、

区融媒体中心及文化传媒类企业建立长期

稳固合作关系，共建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

着 力 提 升 人 才 培 养 质 量 和 学 生 就 业 竞 争

力。学院坚持以“创”促“就”，加强创新创业

师资团队和课程体系建设，搭建起教学实

训、校企合作、创业实践、技能大赛等立体

化平台，实现管理制度化、教育全程化、资

源平台化、指导专业化，确保创新创业成为

毕业生就业的一项重要通道。

下一步，山东传媒职业学院将进一步

提高站位，继续紧贴市场形势，紧盯用人需

求，强化问题导向，明确工作方向，以“时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员抓、科学抓、精准

抓，拿出真招、实招、硬招做好就业工作，为

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保驾护航。

精准施策 多措并举 统筹联动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为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保驾护航

（信息来源：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金秋时分，正是蜜桔收获的季节。往

年总是为销售发愁的北仑嘉溪村桔农，

今年却无比轻松。原来，宁波职业技术学

院工商管理学院跨境电商专业和新媒体

营销工作坊的师生们，在他的桔子园里

现场直播带货，不到两个小时，2 千多斤

桔子就销售一空。

田间直播助农，是近两年宁波职业

技 术 学 院 专 业 赋 能 乡 村 振 兴 的 一 个 缩

影。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充分发挥国家“双

高”院校职教引领力，以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为引领，聚焦品牌化、项目化推动乡村

振 兴 。近 五 年 ，持 续 向 基 层 一 线 输 入 近

22000 人次学生，开展美丽乡村、乡村假

期课堂、助力共同富裕等志愿行动 1200
余 场 ，各 类 服 务 乡 村 振 兴 培 训 项 目 近

100 余项，有效帮助 4600 余名新型职业

农民完成了“优化”与“升级”。打造科教

帮扶品牌持续开展“农村科技特派员”和

“ 种 技 术 ”项 目 ，实 现 科 技 下 沉、人 才 下

乡，创新职教帮扶亮点纷呈，交出了一份

用专业赋能乡村振兴、用初心推动共同

富裕的高分答卷。

深入开展调研 建立长效机制

位于浙江东部沿海的宁海县美丽乡

村建设经验曾在全国作经验分享。宁波

职业技术学院专门组建了学生“美丽乡

村发展调研团”，走进宁海桥头胡街道双

林村、桑洲镇南岭村、强蛟镇上蒲村等进

行了美丽乡村发展的社会调研。调研团

队发放 1200 份调查问卷，重点对村庄的

经济收入提高、相关政策、村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具体发展模式进行调查研究。最

终调研团总结出了宁海县美丽乡村发展

经验，即“政府支持+引进资本+村民主

体+村委协同”的“空心村”活化模式，形

成“资金共筹、利益均沾、积累共有、风

险共担”的经济利益共同体。调研团队提

炼的这套经验对于乡村经济发展与新农

村建设发展新模式具有借鉴价值，被宁

海县胡街道、桑洲镇、强蛟镇等地采纳。

宁海南岭村村支书表示，正是这套“空心

村”活化的模式，让南岭村从环境差、常

住人口不足百人的“空心村”变成了如今

鲜花盛开，生机勃勃，被网友评为中国最

美景区之一。

“靠海吃海”是东门渔民祖祖辈辈的

真实写照。“以前，很多村民从 10 多岁就

开始捕鱼，现在东门渔村 30 岁以下几乎

没有人愿意下海捕鱼，许多人的观念发

生了变化。”有着“浙江渔业第一村”之称

的东门渔村村委会主任表示，传统渔村

正在面临产业转型。今年暑假，针对“东

海无鱼”的严峻现实，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渔光新曲”实践团队对象山东门渔村的

“渔文化”和传统渔村产业转型升级进行

深入调研，就如何把渔家文化与生态旅

游、渔家乐产业结合提出深化第一、第三

产 业 合 作 ，打 造 规 模 化 的“ 渔 家 乐 +民

宿”产业链；抓牢电商赋能的契机，孵化

自媒体账号，转变渔民的传统经销理念；

应地制宜，结合非遗文化与渔俗文化，推

动渔民参与渔文化产业建设的建议。相

关政策建议被当地政府采纳。

从思政小课堂链接社会大课堂，学

校全面落实“大学生社区实践计划”，近

五年来，组建了 32 支“三下乡”团队 3000
余名大学生深入乡村开展实践，挖掘了

村落山水资源、民风民俗等乡村振兴资

源。师生团队充分发挥专业特长，积极为

团市委、文明办、农村农业局等政府单位

提供智力服务，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

理论支撑与实践支持。

依托自身优势 做好成果转化

“要充分发挥地方高校专业优势、人

才优势，把专业课程带到乡村田间，打通

课程与实践之间的壁垒，在育人过程中

赋能乡村振兴。正如校长吴翔阳所说，宁

波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在 课 程 项 目 中 融 入 了

“田野底色”。

学校国际商旅学院与半浦村半樸园

国学教育基地签署“校企战略合作协议”

与“研学基地设计与半浦文化推广帮扶

协议”，从专业角度提出“利用本土元素，

帮助半樸园研学基地设计一套五色课程

的创意方案，并利用这些课程推广半浦

文化，带动旅游业发展。国际商旅学院院

长董鸿安说：“让农田变景点，将课程设

计建到乡村里去，就能够改变课堂教学

“闭门造车”现状，使学生的课程项目更

接地气，更具实践价值。”他们带领学生

从村庄的红色文化、民俗文化、生态文化

和清廉文化等入手，深入挖掘提炼村庄

建设的主题和内容，打造了不少像半樸

园这样的特色鲜明的“乡村 IP”。

学院还利用多语种优势，由旅游管

理、商务英语、应用西班牙语等 6 个专

业师生组成公益宣传团队，对西门村 5
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挖掘整理，

完成了“跑马灯”等非遗项目英、韩、

日、西班牙、德多语种解说词和宣传手

册的编纂工作，录制了多语版的宣传视

频，帮助西门村文化礼堂创造对外文化

传播条件。

“村民是村庄的主人，也是乡村振兴

的主体，需要他们参与到具体的设计改

造中来”。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学院教

师封思勇认为“授人以渔”才是助力乡村

振兴的最佳途径。他回忆，带领创作团队

师生刚开始帮助梅东村搞院落设计与街

景改造时，有些村民不是很理解。师生们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慢慢用手中的画笔

让现有资源焕发出了新光彩，村民也从

被动到主动欢迎团队上门设计改造，并

和师生们一起除草搬砖，参与到改造工

作中来。团队先后为北仑区牡丹社区、青

林嘉园、嘉园茗楼、清水村、江星公寓等

开展院落与街景改造，为北仑区打造“一

户一处景、一村一幅画”的“诗画浙江”战

略贡献了力量。把带“泥土味”的设计人

才引进乡村，艺术学院师生团队还开展

策划农产品 logo、农产品外包装设计竞

赛，把项目带入课堂，完成了甘孜州黑木

耳、北仑紫薇酒、兰溪杨梅酒等 200 余件

农产品的包装设计制作，在打造乡村振

兴“伴手礼”的同时，为当地农产品产业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化艺术调动和唤醒了乡村振兴的内

生 动 力 ， 师 生 们 与 村 民 一 起 采 用 传 统 技

艺、就地取材，全程参与美丽乡村建设落

地，用艺术点亮乡村，用“红色基因”赋

能 “ 绿 色 之 路 ”， 用 短 视 频 宣 传 乡 村 面

貌 。 他 们 也 将 画 笔 带 进 了 乡 村 社 区 中 小

学 、 假 日 学 校 ， 每 年 开 展 绘 画 公 益 服 务

1000 余 人 次 。 学 生 们 在 实 践 中 成 长 ， 在

成 长 中 收 获 ， 他 们 不 仅 用 艺 术 点 亮 了 农

村，也点亮了自己的人生灯塔。

借力乡村振兴 探索转型路径

除了让师生的教学、实践与乡村振兴

紧密融合，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在助推共富

之路上，还在科技服务、合作模式、建立长

效机制等方面不断探索着帮扶新路子。

“根据检测结果，你们可以跟合作企业

提 议 深 加 工 深 色 蔬 菜 以 及 淀 粉 类 主 食 资

源，在时令蔬菜上多做文章，为他们定制产

品以及组织生态农家乐活动时，在宣传上

突出季节的转换对蔬菜的营养成分的重大

影响”，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农业科技服务特

派 团 队 汤 晓 老 师 一 边 在 田 间 采 摘 蔬 菜 样

品，一边给余姚大隐镇农户作技术指导。学

校每年都会派出二十余名“农村科技特派

员”，通过“种技术”项目把学校的人才和技

术力量带到田间、乡村，充分发挥学校科研

与技术优势，为乡村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实

现产业兴旺打通新通道。

近两年来，学校大力实施服务乡村振

兴的“党建+”模式，与学校所在区域的北

仑区政府携手建立党建共同体，立体化全

方位地聚合政、企、校各方资源，实施战略

合作。双方围绕“共铸红色品牌、共建党建

学院、共育骨干队伍、共抓产教融合、共助

人才引育、共创美丽乡村、共推文化创新、

共筑青年北仑”八个方面，全面推进组织共

建、资源共享、人才共育、品牌共创。学校 8
个分院与北仑春晓、小港、柴桥、郭巨等 8
个 街 道 共 同 完 成 建 设“ 红 苗 集 市 ”青 春 助

农、艺术点亮乡村、浃江风情带打造等十大

共建项目。

在提升乡村人才技能，增强乡村发展

源动力方面，学校还充分发挥职业培训优

势，积极开展符合本土文化特征及村民需

要的培训活动，提升区域的创新能力，先后

开展“青年电商创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 乡 村 振 兴 领 军 人 才 培 养 互 联 网 +”培 训

等。学校还联合北仑区委组织部共同成立

港城工业社区学院，开展两新党建、园区治

理、企业管理、电商直播等方面培训，成为

深化产教融合、推动校企合作、助力乡村振

兴的共赢平台。

如今，宁职院“乡村振兴”多点开花，乡

土工匠在和师生的互动中，有了新思路；基

层干部在交流中获取了新的发展理念；村

民们看到了样板与示范，看到了乡村振兴

下资源的活化路径。从服务乡村到对口支

援，从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到山海协作、东

西部合作，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助力乡村振

兴的相关经验输出到结对的凉山州，西藏、

新疆等自治区，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正越

走越宽广。

用专业赋能乡村振兴 用初心推动共同富裕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职教帮扶创新亮点纷呈

（信息来源：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