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目 录

一、企业概况 .............................................................................................2

二、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 3

三、企业资源投入 .....................................................................................5

1.企业助力产业学院“四链”有效衔接 ................................................5

2.企业助力产业学院开辟协同育人路径 ........................................... 6

3.企业助力产业学院综合实训基地建设 ........................................... 7

四、企业参与教育教学改革 .................................................................... 9

1.校企聚力，打造智能制造专业群 ................................................... 9

2.校企共生，提高教育教学改革成效 ............................................... 9

3.校企赋能，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 11

4.校企联创，提升科研及社会服务水平 ......................................... 12

五、助推企业发展 ...................................................................................13

1.产业学院为企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 13

2.产业学院为企业升级提供技术服务 ............................................. 14

六、问题与展望 .......................................................................................15

1.进一步完善产业学院管理体制机制 ............................................. 15

2.进一步优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 ............................................. 15

3.进一步深化制造业特色专业群内涵 ............................................. 15

4.进一步推广应用产学研创服务平台 ............................................. 16



2

一、企业概况

中国航发哈尔滨东安发动机有限公司始建于 1948 年，是国家“一

五”期间 156 项重点建设工程之一，是新中国的首批六大航空企业之

一，是以研制和生产轻型航空动力、航空机械传动系统、航空机电产

品、微型燃气轮机、铝镁合金铸造和高精管轴管材产品为主的航空制

造企业，现有职工 5200 余人，占地面积 150 余万平方米。

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公司先后创造了第一台涡轮轴航空发动

机、第一台涡轮螺旋桨航空发动机等八个“新中国第一”产品，累计

修理、生产、研制了数十个机种 20000 多台套轻型航空动力和航空机

械传动系统，是中国轻型航空动力及衍生品、航空机械传动系统的专

业化研制生产基地，是中国航发的骨干企业之一。

公司把“成为集轻型航空动力、航空机械传动系统及其相关衍生

品的研发、制造、营销、维修和服务为一体的高端制造企业”作为战

略定位，在铝镁铸造、齿轮与机匣加工、热表处理、特种焊接、理化

计量、无损检测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技术优势，构建了国内一流的制

造体系，培养了技术、技能、管理三支体系化人才队伍，造就了一支

结构合理、学历水平高、能力素质强和富于创新的人才队伍，具备技

术能力、制造能力、试验能力三大核心能力。

公司先后多次荣获国家、行业和地方授予的各种荣誉称号，荣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文明单位”、“全国绿化模范单位”、“全

国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中国文化管理十佳单位”、“军工文化建

设示范单位”、“军工质量文化建设示范单位”、“中国优秀诚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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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国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等荣誉称号。

二、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中国航发哈尔滨东安发动机有限公司高度重视与高职院校的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携手该公司于 2020 年

创建了“东安智造产业学院”，共同深入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

革实施方案》、《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关于实

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关于加快推动

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黑龙江省职业教育发展“十

四五”规划》等要求，对接中国制造 2025，以服务龙江装备制造产

业转型升级需求为重点，打造产教深度融合、校企深度合作的稳固有

效协同育人平台，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紧密对接，为龙

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高水平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自“东安智造产业学院”创建以来，中国航发哈尔滨东安发动机

有限公司充分发挥地方龙头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改革重要的办学主体

作用，积极拓展与哈尔滨东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哈尔滨格领科技有

限公司、哈尔滨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产业链紧密关联的地方

骨干企业合作，并不断吸收黑龙江省金工研究会、黑龙江省刀具技术

协会、全国智能制造产教融合联盟的优质资源，把专业教学、产业升

级、行业发展、企业转型进行联通、贯通和互通，形成“四联动”新

生态；校企互派互聘技术技能人才，教学标准对接行业标准，开展技

术研发项目服务，投入软硬件教学资源，文化碰撞交融增效，聚合人

才、标准、技术、资本、文化五个关键要素，形成相互依赖、相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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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五耦合”效应；校企共同规划专业发展、共同打造师资团队、共

同开发课程资源、共同建设实训基地、共同搭建服务平台、共同厚植

工匠文化，通过“六共同”逐步深化产教协同育人。在研究与实践基

础上，校企共同开创了“四联动、五耦合、六共同”的现代产业学院

建设新模式，探索了“理事会治理、建设委员会执行、专家委员会指

导”的协同育人机制，开辟了“机制牵引、资源耦合、项目驱动、聚

力共生”的协同育人新路径。东安智造产业学院打造了“可复制、可

借鉴、可推广”的示范标杆，被省教育厅认定为黑龙江省首批职业教

育示范性现代产业学院，《校企共建“东安智造产业学院”，助力龙

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成果建设案例，入选省级“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优秀典型案例，建设成果《四联动五耦合六共同：携手中国航发

共建智能制造现代产业学院的研究与实践》，荣获了 2022 年黑龙江省

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图 1 “四联动、五耦合、六共同”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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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22 年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三、企业资源投入

1.企业助力产业学院“四链”有效衔接

中国航发哈尔滨东安发动机有限公司紧密对接“六个龙江”“五

个要发展”建设需求，携手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打造共建共管共

享共赢的产业学院合作平台，并积极贯彻“坚持育人为本、坚持产业

为要、坚持产教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的产业学院建设要求，深入地

对接龙江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以智能制造专业群组群逻辑论证为切入

点，在产业学院集成实现专业教学与产业升级、行业发展、企业转型

的互通联动。以校企签订重点领域项目合作协议为手段，促进产业学

院的人才互聘、标准对接、技术合作、资本投入和文化交融。通过在

专业发展、师资团队、课程资源、实训基地、服务平台、工匠文化等

方面的资源投入，探索产业链、创新链与教育链、人才链的“四链”

有效衔接，为服务龙江经济社会发展增值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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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校企共建“东安智造产业学院”总体框架

2.企业助力产业学院开辟协同育人路径

中国航发哈尔滨东安发动机有限公司积极参与东安智造产业学

院的协同育人机制建设，联合制定了《智能制造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方

案》和《东安智造产业学院理事会章程》，选派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

技能人才参与产业学院的理事会治理、建设委员会执行、专家委员会

指导的全过程实施。以校企协同育人机制为牵引，在高技能人才柔性

引进、产业班育人、现代学徒制试点、新形态教材开发、产教融合基

地建设、“产学研用”体系化设计等领域，通过协议方式达成合作项

目，实现了人才、技术、标准、资本和文化等关键资源要素的“捆绑

式”共享、“嵌入式”耦合。以资源耦合为基础、合作项目驱动为纽

带，聚力打造校企混编 79 人师资团队，创建航发东安产业班、东安

实业产业班、数控 DMG 精英班、现代学徒班，开发《数控 DMG 多轴加

工模块》等新形态教材，构建“功能集约、开放共享、高效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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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群共享实训基地，搭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省劳模与工匠人

才创新工作室等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通过创建“机制牵引、资源

耦合、项目驱动、聚力共生”的协同育人路径，推动人才培养供给与

产业需求紧密对接。

图 4 “机制牵引、资源耦合、项目驱动、聚力共生”的协同育人路径

3.企业助力产业学院综合实训基地建设

依托东安智造产业学院建设平台，中国航发哈尔滨东安发动机有

限公司在专业实训基地建设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与学院投入软硬件

共同打造高水平专业化的综合实训基地，为装备制造类专业发展提供

前沿高端技术的科学指导和有效论证，并先后引入了智能制造产线单

元、智能高速五轴数控机床、三维扫描及增材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

等一批先进制造设备，有效促进了智能制造单元维护、数控车铣加工

和多轴数控加工等 1+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项目实施，获批了 2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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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1+X 证书”考核管理中心，并建成了省级“劳模与工匠人才创新

工作室”、哈尔滨市“焊工职业资格鉴定考核基地”和中国航发“示

范性职工培训基地”。建设的实训基地，被教育部认定为装备制造技

术“双师型”培养培训基地、DMG 数控生产性实训基地。

图 5 学生在实训基地进行五轴数控编程仿真

图 6 学生在实训基地进行五轴数控实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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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参与教育教学改革

1.校企聚力，打造智能制造专业群

通过智能制造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契合产业新发展新要求不断优

化升级专业，企业参与共建智能制造装备技术专业群，成功实施专业

群组群逻辑分析论证，确定“懂设计、精操作、会维护、能创新”专

业群人才培养目标，创新“双融合六层级多维育人”专业群人才培养

模式，构建“三层进阶、共享融通”专业群课程体系。群内机械制造

及自动化专业成为国家“双高计划”重点建设专业和省高本贯通培养

试点专业，数控技术、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2个专业开展现代学徒制项

目合作，模具设计与制造等专业通过国际工程教育认证，智能焊接技

术等专业实施全国 1+X 证书试点，专业群整体实力明显增强。

图 7 专业建设“双论证”专家委员会论证会议

2.校企共生，提高教育教学改革成效

通过引企入教，创建产业班、DMG 精英班、专项技能学徒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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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施教，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实施精准化育人；开发《机械制图与

CAD》等在线课程 8门，编写新形态教材 9部。2022 年，东安智造产

业学院面向企业选拔的数控、机制、模具等专业 88 名学生，开班授

课 3周，开设课程 8 门，企业培训专家 10人，专题授课 15次，学习

研讨 3 次，专项培训包括精益生产、质量意识与管理、AEOS 及产品

防护操作规范、航空发动机的装配与试验、智能数控加工等生产管理

及智能制造机械装备技术等紧密对接先进装备制造产业的专题内容，

培训后产业班的学生全部顺利进入中国航发哈尔滨东安发动机有限

公司、哈尔滨东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实习就业。

图 8 2022 年“航发东安产业班”开班仪式

图 9 2022 年“东安实业产业班”开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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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企赋能，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依托东安智造产业学院建设，企业全方位全过程参与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的培养，通过融合赋能，2022 年学生参加黑龙江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暨国赛选拔赛“模具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工艺”赛项和“复

杂部件数控多轴联动加工技术”赛项、第八届黑龙江省“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省级一等奖 2项、二等奖 1项、银奖 5 项。

近年来，学生在中航集团等大中型企业实习就业人数逐年递增，毕业

生就业率超 95%，专业对口率 85%以上，一批优秀毕业生成长为全国

技术能手、龙江大工匠、龙江技术能手、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为

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人才支撑。现就职于中国航发哈尔滨东安发

动机有限公司的路晨，作为全省优秀毕业生代表在 2022 年黑龙江省

职教活动周开幕式上作典型发言。

图 10 现就职于中国航发哈尔滨东安发动机有限公司的全国技术能手获得者

路晨（右一）和黑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林岩（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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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校企联创，提升科研及社会服务水平

在中国航发哈尔滨东安发动机有限公司汪焕兴国家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的引领下，校企共同实施研发创新项目，获批授权专利共 23

项，其中发明专利 6 项，解决企业技术难题 54 项，面向企业员工和

中高职师资开展技能培训 5600 余人次，为中国航发新入职 23名硕士

和 25 名本科学员专项上岗定期培训，完成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气重装

有限公司等企业员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核 232 人，促进了企业增产

增效。中国航发东安航空动力机械研究所赵旭航参加培训后说：“在

产业学院，从图纸绘制到产品加工，由工匠精神到前沿技术，包罗万

象，全面细致”。哈尔滨东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孙中国评

价说“产业学院在校企之间架起一座天桥，实现常来常往互动、同频

共振，促进了供需紧密对接”。

图 11 举办省高职院校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骨干教师专项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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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助推企业发展

1.产业学院为企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

来，国家高度重视装备制造业发展，在装备制造业各个领域取得了历

史性成就，获得了产业规模与结构的双向提升。先进装备制造产业是

黑龙江省的传统优势产业，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和新一轮振兴东北

老工业基地的重点产业之一。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职业

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特别是龙江装备制造业“老字号”传

统产业向产业中高端迈进的新挑战，培养产业发展急需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迫在眉睫。通过校企共建智能制造现代产业学院，能够进一步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

素的全方位融合，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和大国工

匠，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图 12 毕业生到中国航发哈尔滨东安发动机有限公司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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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业学院为企业升级提供技术服务

依托产业学院建设，校企整合双方资源，联合建设高水平实训基

地和智能制造应用技术研发平台，有利于实现高校知识溢出直接服务

企业发展，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东安智

造产业学院面向区域制造企业，积极开展技术攻关、产品研发、项目

孵化等，校企共同攻关研发了“一种异形零件的三爪卡盘夹具”、“一

种可监测实时夹紧力的多功能卡盘”、“一种牵引式免耕播种机地轮自

动脱转装置”、“便携式液压系统压板定位装夹机构及装夹方法”等

20 余项专利技术，同时成立了专业技术服务团队深入企业生产一线

开展技术指导，发挥产学研合作示范影响，极大地提升了服务产业能

力。2022 年，东安智造产业学院凭借优异建设成效，成为哈尔滨新

区“先进制造业共同体”首批理事单位，进一步为校企深化产教融合，

加强技术服务深度和广度起到了促进作用。

图 13 团队深入哈尔滨东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展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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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问题与展望

1.进一步完善产业学院管理体制机制

根植龙江制造，拓展与区域内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有限公司、哈

尔滨格领科技有限公司等制造类企业的合作，借鉴全国智能制造产教

融合联盟、省金工研究会、省刀具协会等组织的社会资源，构建更加

完善的互惠双赢利益驱动机制，进一步健全校企合作良性互动的运行

机制，践行更加有效的就业融合机制，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增强

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联动性。

2.进一步优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

以服务“龙江制造”向“龙江智造”转型升级的产业需求为切入

点，以校企合作共建智能制造现代产业学院为依托，进一步整合产业

链、人才链、教育链和创新链的优质资源，突出“定位在育人、定性

在产业、定点在专业群、定向在服务区域”为重点，持续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提炼更具品牌效应的专业特色，打造更契合产业发展急需的

专业化师资团队和高水平创新基地，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和

劳动精神，汇聚校企人才培养及技术技能创新服务的合力，实现更高

质量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输出。

3.进一步深化制造业特色专业群内涵

面向龙江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持续优化数控技术、机械制造

及自动化、模具设计与制造、智能焊接技术等专业构成的智能制造装

备技术专业群，适应产业发展需求及时动态调整、优化升级。校企共

同改进“底层共享、中层融合、高层互选”的专业群课程体系。通过



16

加大引企入教力度，吸收行业企业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校企共

同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推动打破专业壁垒，通过多方协同、资源

共享、持续改进，提升专业群人才培养质量。契合先进装备制造产业

高端发展，发挥专业群集聚优势，重点打造五轴高档数控机床、智能

焊接技术、智能制造生产线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培养特色和技术技能创

新服务平台，推动专业群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4.进一步推广应用产学研创服务平台

一是整合产业学院各方优势资源，打造智能制造新技术平台，着

重打造五轴数控加工、智能产线技术、增材制造技术、智能焊接机器

人技术等产业高端平台，通过调研走访了解机械制造及高端装备应用

企业的需求，组织开展各类专业技能大赛、技术讲座、研讨会、培训

班，提升服务区域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发展能力。二是集聚“政校行企

协”的专业人才科技资源，借助全国智能制造产教联盟、省机械工程

学会、省金工研究会、省刀具技术协会、省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等平

台，适时发挥产业学院的科技创新与服务地方的优势，为企业提供更

好的科创渠道，开展新技术、新知识培训和学历提升的指导服务，为

智能制造先进装备技术提升水平做全方位的技术咨询服务。三是校企

共同拓展课题、专利等方面的成果，努力挖掘深层次的产学研合作项

目，以项目成果转化提升服务产业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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