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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司法警官职业学院企业
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年度报告（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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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学年度，学院深入贯彻《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和全国职

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强化特色建设，深化产教融合，在“校企融合，协同育人，

共同发展”的校企合作框架协议下，继续加强监狱、戒毒、法院、公安、法律服

务及信息技术公司等各单位合作育人的人才培养机制，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

一、企业概况

（一） 司法行政机关

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黑龙江省戒毒管理局及下属狱、所均属国家司法行政

机关。学院与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黑龙江省戒毒管理局于 2018 年签署双基地

框架协议，其下属的狱、所等基层单位与我院建立了长期人才培养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进行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及其他教科研工作。黑龙江省鸡西

监狱、黑龙江省泰来监狱、黑龙江省双鸭山监狱、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黑龙江

省华山监狱、呼兰监狱、黑龙江省北安监狱、黑龙江省新建监狱、黑龙江省牡丹

江监狱、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黑龙江省东风监狱、黑龙江省黎明监狱和哈尔滨市

前进强制隔离戒毒所、黑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等十多所狱、所已成为我院刑事

执行、刑事侦查技术、司法信息安全等 8个专业学生的实习实训基地和教师实践

锻炼单位，实现资源共享，校、局（狱、所）共建，深化了产教融合。

（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法警总队、哈尔滨市法警支队

省法警总队负责全省各级法院司法警察系统的警衔管理、教育培训、绩效考

评及警务工作；负责法院机关庭审秩序维护、安全检查、押解看管等职责；协助

民商事执行工作；执行死刑；维护机关安全及协助维持涉诉信访工作秩序；执行

司法拘传、拘留等强制措施。市法警支队负责全市法院司法警察警务工作；负责

组织实施司法警察技能训练和岗位培训；负责刑事审判开庭的立案、押解犯人、

送达有关法律文书和执行死刑；负责机关安检工作。省法警总队和市法警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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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警察业务纯熟，具有指导司法警务专业学生实践操作的能力。

（三）律师事务所

1.黑龙江远东律师集团事务所

黑龙江远东律师集团事务所成立于 1992 年，其前身是黑龙江省远东涉外经

济律师事务所。1998 年改组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2002 年 12 月，经黑龙江省司

法厅批准，更名为黑龙江远东律师集团事务所（以下简称远东）。

经过多年来的发展，远东现拥有千余平方米自有产权的写字楼，现有执业律

师及行政辅助人员 60 余人，全部拥有本科以上学历，部分律师还拥有执业医师、

经济师、会计师等专业的执业资格或技术职称。先后为全省各地多家金融机构、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担任常年法律顾问，在公司、房地产、金融、

企业重组、破产清算、国际贸易以及外商投资法律事务等方面均取得了骄人的成

绩。多次荣获省司法系统先进集体标兵、省级文明单位、省司法系统先进党支部、

哈尔滨市先进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市司法行政系统“正行风、促发展民主评议活

动”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被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授予“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荣

誉称号。

2.大成律师事务所

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办公室成立于 2007 年，拥有超过 171 人的专业团队，

硕士及以上学历超 80 人，工作语言涵盖中、英、俄、日、韩，与分布在全球大

成 DENTONS 各地办公室开展广泛合作与交流，为所有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专业、

前沿的法律服务。2015 年，大成事务所进行了合并重组，目前拥有办公面积超

3000 平方米，设专层接待区及各类功能区，为客户提供最专业、最完善的法律

服务。大成哈尔滨目前系省内人员规模最大、业绩创收最高、专业化程度最强的

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借助大成全球一体化信息共享系统，建立了遍布中国境内和全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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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律师合作网络，为客户提供便捷高效的法律服务。在根植于龙江大地传统法

律服务的基础上，努力发展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兴业务领域，业务不断创新，专业

领域不断拓展，专业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多次获得省、市司法行政部门及律师协

会的表彰及奖励，曾获评全国优秀律师，黑龙江省及哈尔滨市规范化律师事务所

十佳奖项，获评省司法厅优秀党支部及党建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事务所多名律

师担任省、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常委及委员，担任市新联会副主席等职务，积

极参政议政，贡献法治社会的建设。

二、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2022 年学院在黑龙江省司法厅、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黑龙江省戒毒管理

局等行业主管单位的支持下，深化“校局联盟、专监合作” 的办学机制， 与黑

龙江省各监狱、司法所、黑龙江省法警总队、哈尔滨市法警总队、哈尔滨市公安

局及所辖分局及派出所、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香坊区人民法院、道里区人

民法院、远东律师集团事务所、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德力心理咨询所、杭州

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 41 个“警、法、司、所”法律服务单位及信息企

业建立共建关系，深入开展校企共建、产教融合，共同进行专业建设、课程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等工作，全面落实“教学练战”警学结合的育人方案，

提高学生职业实战技能，强化学生职业素养，为学院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

供强有力支撑。

三、企业资源投入

（一）人力资源投入

2021-2022 学年，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哈尔滨市法警总队、龙江环保集团、

远东律师集团事务所等 18 个单位共 26 名一线民警、法警、律师被聘请为我院行

业导师，参与学院教学工作，承担了《监狱安全防范》、《行政职业能力测试》、

《监狱工作口才训练》、《公共体育》、《监狱信息技术应用》等专业课程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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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课程的教学工作，为 2020 级、2021 级刑事侦查技术、司法信息安全、司法警

务专业、法律事务等 7个专业 25 个班级授课 2594 课时，校外教师将一线工作实

战经验带入课堂，增强了师资力量，强化了专业教学实践性，丰富教学资源，增

强了学生们的职业感知，提高了学生们专业实战技能。

（二）物力投入

各监狱、戒毒所、司法所和哈尔滨市各区人民法院、黑龙江省法警总队、哈

尔滨市法警支队、远东律师集团事务所、大成律师事务所等 41 家单位与学院签

订实习实训基地协议，学院与实习实训基地实现资源共享，为各专业专业建设、

课程建设、教师实践锻炼、课题立项及研究、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和学生实习实践

教学环节提供智力支撑和硬件保障。

三、企业参与教育教学

（一）企业参与教学工作

2021-2022 学年，来自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和哈尔滨市法警总队、龙江环保集

团、远东律师集团事务所等 18 个单位共 26 名一线民警、法警、律师被聘请为我

院行业导师，参与学院教学工作，承担了《监狱安全防范》、《监狱工作口才训

练》等六门专业课程和实战课程的教学工作，共计授课 2594 课时，学院支出校

外教师讲课费共计 60.63 万元。

（二）企业参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

为深化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培养与司法警察类岗位更加切合的专业技能型

人才，我院聘请司法、公安、法院、律师事务所及信息安全技术企业等校企合作

单位行业专家与我院各专业成立了专业建设诊断与改进工作委员会，参与人才培

养方案制定，科学制定 2022 级各专业才培养方案，并修订了 2021 级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使专业培养内容切合司法警察岗位用人需求。通过人才培养方案修、定，

实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将岗位职业技能的内容融入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中，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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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实现了课程内容与行业需求相一致，课程标准与职业资格标准融通，提升了

实践教学实效，实现了课程内容与行业需求紧密结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更加明

确。

刑事执行专业邀请黑龙江省新建监狱、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黑龙江省女子

监狱、黑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等单位行业专家一同召开 2022 级刑事执行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论证会，共同制定符合监狱、戒毒所执法工作岗位的实际用人需求

的人才培养方案。社区矫正专业在原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和深

化校局联盟基础上的“校所合作‘243’人才培养模式”,本着实用、互利原则，

邀请黑龙江省博权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农垦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大成（哈尔滨）

律师事务所等部门的业务骨干组成新一届专业建设诊断与改进工作委员会，共同

修订 2021 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研讨 2022 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内容，探

讨课程体系构建，整合教学内容，开展实训合作等，取得一定成效。杭州安恒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办事处公安行业负责人王长生、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高级安全研究员叶雷鹏加入黑龙江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信息技术、

司法信息安全专业建设委员会，参与 2022 级司法信息技术、司法信息安全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工作，为 2022 级人才培养方案人才需求、课程设置等环节提

出了宝贵建议。

案例 1 行业参与司法警务专业建设诊断与改革工作

为进一步推进教学改革工作，诊改专业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切实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司法警务专业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线上召开 2022 级司法警务专业

教学诊断与改革委员会会议暨专业人才培养论证会。

本次论证会邀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

支队以及牡丹江铁路中级法院相关部门业务骨干开展专业建设诊断与改进研讨

活动。专业负责人与行业骨干围绕结合司法部行指委专业教学标准及工作岗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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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就司法警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构建、课程体系的搭建、核心课程团队建设、

院警共建课程开发、专兼职教师交流机制、课内实训安排、理论与应用交流等方

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图片 1：行业专家在线研讨司法警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三）企业参与课程体建设

深化校企融合，加强校企合作育人，通过对职业活动、工作任务、作业流程

综合分析，参照行业职业标准，在监狱、戒毒所、律师事务所专家的指导下将工

作领域的工作项目和内容转化为学习领域的课程内容，形成专业课程体系框架。

主要围绕基层法律事务工作任务，共同开发建设《刑事法律与案例分析》、《秘

书实务》、《司法档案管理》、《民事法律与案例分析》、《民间纠纷调解》、

《基层常用法律文书》、《民事诉讼代理》等课程，共同建设课程标准、提供案

例教学资料、共同改革教学模式，开发融知识、技能、态度于一体的专业学习领

域课程，并形成“教学包”。与行业深入合作，共同建设了符合职业岗位需求、

基于工作过程的《秘书实务》、《刑事法律与案列分析》、《司法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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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法律文书制作》、《民事诉讼代理》、《法律咨询》6门优质课程，编写

了具有工学结合特色的教学课件。与哈尔滨市中级法院法警支队合作共建《突发

事件预防与处置》专业课程达成初步意向，研定教学内容。

（四）企业参与科研工作

深化校企融合，强化科研工作建设，2021-2022 学年监狱、戒毒、法院、公

安、法律服务等单位在科研工作中给予智力支持和行业支撑，合作立项省教育厅

教学改革项目 1项（在研），黑龙江省职业教育协会规划课题 2项，院级课题结

题 2项，共同开展调研合作完成报告 1份。黑龙江省职业教育协会规划课题《刑

事执行专业建设有效对接行业发展的研究与实践》、《司法职业院校基于职业素

养本位的课程体系构建的实践与探索》，黑龙江省教育厅 2021 年度教育教学改

革项目《基于“课程思政”的司法警务专业教学改革实践研究》，院级课题《监

狱工作风险防范与自我保护的研究》、《以模块化为内容的监狱执法文书实训教

学改革研究》等课题研究在行业单位支持下得以顺利开展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五）企业参与共建专业教学团队

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远东律师集团实践教学基地为法律事务和

法律文秘专业输送行业专家、兼职教师，为法律文秘专业的教师提供挂职锻炼岗

位，共同打造一支在基层法律事务领域具有影响力的专兼结合的专业教学团队。

哈尔滨德力心理咨询中心接收周瑞、徐娜娜两名教师到进行心理咨询与心理矫治

行业实践，省监狱管理局接收屈永坤进行狱政管理和司法执行行业实践。长期聘

请 9名行业专家作为学校的兼职教师，优化了专业师资结构、加强了专业实践教

学能力，实现了校企共育高技能人才的目标，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

案例 2 行业专家积极参与学院课题研究

我系临时负责人施秀艳主持的黑龙江省职业教育协会规划课题《刑事执行专

业建设有效对接行业发展的研究与实践》，以“问卷星”的形式对省内 19 所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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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进行了线上调研，收集到了监狱一线民警的真实数据和情况，为课题的研究提

供了有力的实践支撑。

（图片 2：课题调研问卷）

四、助推企业发展

学院以“立德树人”为教育根本，大力加强专业建设和教学创新与改革，强

化“五化”管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全力为司

法行政人民警察队伍输送合格预备役警察。2022 年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面向

学院 2022 届毕业生招聘聘用制书记员 10 名、辅警（法警）10 名，学院 19 名 2022

届毕业生通过了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笔试、资格审查、面试、体检、政审和公示，

被省高级人民法院正式聘用，另有 1名学生通过考录和体能测试成功入职哈尔滨

市中级人民法院聘用制辅警岗位。2022 年学院应往届毕业生考入司法、公安及

其他系统公务员 167 人，为司法行政系统提供优质司法人才，助力法治龙江建设。

五、问题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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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在问题

1.学院为政法类职业院校，合作育人企业均为监狱、戒毒、法院、公安等国

家行政机关，各单位均是国家财政拨款，校企共建过程中企业资金投入受到制约。

2.“司法、法院、公安”等行业均为执法单位，工作危险性和保密性较强，

实习实训环节的操作性、开放性受到限制，学生在实习实践中深度不够。因公务

员单位政策受限和工作特殊性，许多实践业务能力强、经验丰富公务员身份行业

专家无法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同时学院院专业教师因行业执法特殊性参与行业

活动较少，与行业单位互动、交流局限性较大。

3.当前黑龙江省司法、公安、法院各级警察、法警招录均需考取公务员资格，

大部分需要本科学历考生，而我院专科层次毕业受限，影响学院毕业生考取司法、

公安、法院等系统公务员。

（二）未来展望

1.继续推进产教融合、产学研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不断强化教学过程

的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加强与行业合作开发课程和教材（特别是紧密结合

工作实际的实训教材）工作需要，合作开展科研及课题研究，服务行业，服务龙

江。

2.继续推动双基地建设，积极争取行业政策支持，落实“双基地”合作协议，

深化校企融合，聘请技术精湛的行业专家充实到教学第一线，提高行业专业人才

和技术能手担任兼职教师的比例。积极选派专业教师深入行业一线参加培训，增

加挂职锻炼时间，丰富教师行业工作经验。继续深化校企合作，从制度上保障对

学院实战教学的开放性，进一步提高学生实习实训项目深度。

3.学校与企业在校企专业共建上要进一步加强师资和技术融合，相互承担课

题、教材及课程的研发。企业更多的参与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方案的

制定实施，学校参与企业项目建设和日常工作，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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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双赢、共同发展”的校企合作目标。

4.深入开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高警察类专业育人水平，不断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适时申办司法警察类职业教育本科专业，与行业用人需求对接。

5.争取行业政策支持，建立司法行政系统辅警聘任制，选派优秀应届毕业生

以辅警身份到司法行业实习实训，符合司法警察岗位考核标准的学生聘任为司法

辅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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