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东辽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年度报告（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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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实习工厂是学院产教融合平台，是学院实践教学的重要部门，同时也是学

院对外进行科技服务的重要平台。实习工厂建筑面积 5000多平米，设备总值

800多万元，各种机械加工类设备比较齐全。实习工厂按企业管理模式进行管

理，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科技服务为一体的经营模式。在学生实践技能培

养上，实习工厂承担全院机电类专业学生生产实训教学任务，以培养学生实践

操作技能为宗旨，根据专业性质特点，着重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产教融

合，根据社会的需求培养高技能型人才。同时工厂也为下厂实践的教师提供科

研平台及实践技能锻炼的场所。 

为了建立产教融合平台，学院于 1992年 12月份在实习工厂的基础上成立

了“丹东市辽仪机械厂”，并于 2017年 7月份将“丹东市辽仪机械厂”改名为

“丹东辽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依托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和数控技术专

业，对外进行科技服务。公司以冷冲压模具设计与制造为主营业务，多年从事

汽车与空调等相关冷冲零部件的模具设计与制造。生产与技术人员经验丰富，

模具产品质量深受客户依赖。公司以“信誉至上、质量至上、服务至上”为宗

旨，经过多年奋斗，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公司与大连理工大学合作成立了“模具研究与设计中心”，被辽宁（丹

东）仪器仪表基地工业技术研究院设为“丹东市模具研究与设计中心服务平

台”，为丹东工业产业区提供模具研究与设计服务。工厂变更为公司后，公司

的经营范围得到扩大，由原来比较单一的模具设计与加工扩大至：仪器仪表、

数控产品、机电设备、教学仪器设备的研发与制造。公司扩大经营范围后，将

会更大的发挥学院各专业优势，为社会科技服务将做出更多工作。实习工厂从

服务学生、服务社会为宗旨，将对学院的产学融合实践教学进一步进行探索，

为社会培养高技能型人才做更多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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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生产环境及主要设备 

二、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丹东辽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校办工厂，立足丹东，服务辽宁老工业基

地，为装备制造产业培养企业紧缺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主动适应辽宁经济

社会发展，结合企业岗位需求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满足企业产业转型升级的

岗位需求。校企协同联动，结合岗位重构课程体系，打造校企合作、工学结

合、文化育人、双师共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学生具备首岗适应，多岗迁移

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形成基于校企命运共同体的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的

办学模式。 

 

企业专供教学区域 

三、企业资源投入 

1.资金场地投入  

企业投入供学生实习的设备总值 200余万元，每年为钳工实训、模具拆装

实训等课程提供耗材近 10万元，供各类技能大赛使用耗材近 5万元。企业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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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加工、机加工实训、认识实习等课程提供场地近 800平米，设置理论学习区

和实操区域。学年校内使用频率达 3万多人时。 

 

部分用于实训设备 

2.师资投入 

    为解决专业教师数量短缺问题，企业投入技术人员共计 10余人为学生授

课，开展技师班导师制等特色人才培养，指导学生参加各类技能大赛。与专业

教师共同开展课程资源建设，共同开展科学技术服务项目，共同编写工作手册

式教材，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展专业建设。 

 

企业技术骨干兼职教师张明海指导学生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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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骨干兼职教师刘丹指导学生实训 

3. 项目投入 

在企业设立教师访问工作站，以企业实际生产项目为课题，提升教师的科

研能力、实践能力及教学水平。企业人员与专业教师合作开展对外技术服务项

目，到款额 6万元。并将一些能够进行创新创业的项目推送给学生，与专业教

师共同指导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进行项目孵化。 

 

创新创业大赛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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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机制保障投入 

    企业总经理李亮兼任材料工程系副主任，专门负责材料系专业建设工作和

日常行政管理事务。 建立企业兼职教师管理制度，动态监测企业人员投入到教

学工作的实施情况，根据考核调整人员，对积极参与到人才培养工作中表现优

异的给予奖励。 

四、企业参与教育教学改革 

1.专业建设 

为模具设计及制造专业提供详尽的岗位技能指标点，明确了模具专业的初

始就业岗位及发展岗位，为专业建设提供重要参考依据。每年企业专家和教师

共同分析研讨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方法设计等，修订完善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真正做到了校企“双元育人”。 

 

师生为沈阳华晨汽车公司设计加工制造的模具产品样件 

2.课程建设 

为学校教学提供大量的工程实例、企业操作规范等，根据现场所需能力、

技能、知识，对教学内容、教学安排进行全面指导，并安排有经验的技员参与

教材编写，共建在线开放课程，共建动画、微课、视频等数字化教学资源。 

3. 实训基地建设 

企业与材料工程系共建实训基地，承担全院机电类专业学生生产实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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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培养学生实践操作技能。模具加工实训中心、模具设计与制造实训基地

均为省级实训基地。 

 

 机加工实训 

4. 学生培养 

开展技师班、导师制特色人才培养，选拔优秀学生参加各类技能大赛，以

领先东道主 20分的成绩排名第一，荣获辽宁省技能大赛模具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工艺一等奖，并入围国赛。 

  
学生模具设计加工日常训练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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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助推企业发展 

    丹东辽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与材料工程系开展“校中厂、厂中校”的办学

模式，为企业在社会上赢得了较好的声誉及口碑，提升了企业知名度和社会公

信力。深度合作使校企双方在设备、资源、技术、人力等方面形成共享双赢，

极大的促进了企业发展。 

六、问题与展望 

    受疫情及行业大环境影响，企业经济效益下滑，面临着产品升级转型，人

员结构优化调整等问题，须重新思考定位与学院的合作模式，侧重创新创业方

面的投入，人员的互聘，人才的储备，以谋划企业的全新战略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