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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企业名称：河北省厚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复兴东路 999 号支点创业基地 3

号楼 403

注册资金：1000 万人民币

公司法人：杨小领

主营业务：公司主要承接小米科技、京东、滴滴出行、字节跳动、

中国移动、中国平安、大唐热力等国际知名企业技术支持服务、客户

关系管理和配套技术研发等业务。

近三年经营情况：

公司现有员工 3000 多名，职场 1万多平米，年均产值 1亿以上，

年缴纳税额 700 万以上，并累计解决实习就业 6000 余人次，其中含

各合作院校 3000 多在校实习生。河北厚泽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以品质为信仰的核心价值观，持续为我们的客户输出优质的服务，受

到业界同行和社会的一致好评。2020 年，公司凭借着高品质服务质

量与专业的服务体系，在小米全球数百家核心供应商中脱颖而出，荣

获最高荣誉“精诚合作奖”。公司连续两年荣获两届素有行业奥斯卡

之称金音奖年度中国最佳客户联络中心奖-客户服务荣誉称号，摘得

2020 和 2021“金音奖”中国最佳客户联络中心管理人奖，在业界具

有良好的口碑。



二、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1.共建实习实训基地，累计接收学生万人

2021 年 6 月，在市委、市政府支持下，经公司引荐，小米集团

客服总部正式入驻莲池区支点创业基地。围绕公司承接小米科技、作

业帮、京东等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人才需求，公司与保定职业技术学

院、河北省科技工程学校等 10 余所中高职合作共建学生实习实训基

地，接收各学校电子商务、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软件

技术等专业学生上万人，近三年接收学生 3000 余人。

2.共建“互联网+乡村振兴”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聚焦乡村振兴和互联网人才培养，保定职业技术学院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搭建政校企合作平台和大学生就业创业孵化平台，与

河北厚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企业合作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包括

小米人才培养中心、协同技术创新中心、社会培训服务中心、电商运

营服务中心和大数据服务中心，校企共同开展人才培养、生产实训、

创新研发、大学生创业孵化和社会培训等工作，建设总面积 1.5 万平



米，3000 多个实习岗位，由“1 基地、2 平台、6 中心”构成的集教

学、生产、科研、竞赛、培训和服务为一体的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

实训基地。基地列入河北省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建设项目

（2022-2025 年）。

3.共建“小米项目订单班”，开展基于学徒制的“订单式”人才

培养

依据公司和小米保定事业部人才需求，面向培养互联网运营、智

能产品运维行业职业岗位群，与保定职业技术学院签署合作协议，校

企共建软件技术（互联网运营）专业，联合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

共同构建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企、校企双师联合培养的“1+1.5+0.5”

人才培养机制，联合开展招生就业、专业课程建设、双师队伍建设、

实训实习基地建设、学生宿舍公寓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工

作。

4.共建教师企业实践流动站，建立双向人才流通机制

校企共建人才交流培养平台，建立双向人才流通机制，学校教师

到企业实践，提升专业实践能力，企业技术骨干员工到学校任教。与

保定市第二职业中学合作建立了教师企业实践流动站，为教师企业实

践提供平台，专业课教师轮流到企业实践，每次一个月左右；实习指

导教师全程在企业，随时解决学生实际问题。通过企业实践反哺课堂

专业教学，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促进了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精准

对接，实现互利共赢。

5.推出高职单招、专接本、专升本等免费特色辅导班，拓展实习

学生发展空间

为了满足同学们学历升级需求，为未来发展赢得更多的发展空间

和机会，校企共同组建教学团队，免费为实习生提供各种学习辅导类

课程福利，如高职单招、专接本、专升本等免费辅导班；为毕业生提



供管培生培养计划，助力实习生、就业生能力学历双提升，受到大家

普遍好评，营造了栓心留人的企业氛围。

三、学生在企业的实习实训活动

岗前培训

总结培训



小米双十一、米粉节活动

素质拓展活动



能力提升培训

优秀实习生表彰会

四、校企合作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1．政府推进校企合作的政策法规与管理机制不健全

国家和省级政府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政策法规缺失与滞后，以及

运行机制不健全是造成校企合作不深人、不稳定的主要原因。目前，



政府出面统筹协调校企合作、联合办学、制定人才规划的作用缺位，

没有出台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的政策法规，致使未能真正

建立起校企合作的运行机制、体制和模式。

2．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不足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以盈利为主要经营目标，其参与职业

教育发展的动力源自其经营目标。企业不愿意与职业院校合作的主要

原因：一是给企业增加管理成本。企业要安排专人管理；企业要安排

学生吃住，需要费用，甚至无法解决吃住问题；学生生产效率低，而

且在操作中易出废品，增加原材料费用。二是给企业增加风险。学生

在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一旦发生事故，企业要承担医疗费或抚恤金等费

用。三是很难保证产品的质量，影响企业声誉。

3．校企合作的有效模式尚未形成

校企合作由学校和教育部门推进成效甚微，多数是短期的、不规

范的、靠感情和人脉关系来维系的低层次的合作，尚未形成统一协调

的、自愿的整体行动。校企合作缺乏有效的合作模式和机制、缺乏校

企双方沟通交流的平台，企业利益得不到保证、传统的职业院校管理

体制、运行机制、投入政策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校企之间的

合作，校企合作的有效机制模式没有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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