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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华都抽纱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企业年报（2023）

一、企业概况

天津华都抽纱工艺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现有

专职技术员工 20 余人。公司法人王玉女士为《甄氏绣坊》

抽纱技艺第三代传承人。

天津市华都抽纱工艺制品有限公司主要设计研发当代

家饰用品和服装服饰。曾获得多次奖项，并申请了两项商标

品牌，产品多达二百多种，传承技艺，创新发展。

二、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我司王玉女士为《甄氏绣坊》抽纱技艺第三代传承人。

多年来坚持保护抽纱项目，现在京津冀也是唯一一家抽纱项

目的传承者，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传承手工技艺、弘扬非

遗文化。

为深入贯彻落实就业工作，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积极

响应和推进“高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拓

展毕业生就业渠道，做好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2022 年 4 月，

学校党委副书记、院长马忠庚，副书记、副院长徐颖带队走

访了天津华都抽纱工艺制品有限公司，并邀请企业负责人到

校洽谈，再次就深化校企合作，供需对接进行交流。招生处

就业处处长、服装装饰系主任等参加走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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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华都抽纱工艺制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玉女士对

公司情况进行了介绍，对抽纱技艺、刺绣工艺及非遗传习馆

建设情况进行说明。

三、企业资源投入

目前，我司与天津市多所大专院校合作传承技艺，打造

了八百平米的传承基地，作为展示展览，设计，研发，接待

参观学习。

企业与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服装装饰设计专业已初

步实现专业共建，通过非遗大师进校园和学生进企业的学习

模式，提升学生实践技能，拓展专业知识，增加就业机会。

学生在学习中也表现出对抽纱非遗传统技艺的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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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参与教育教学改革

（一）专业建设

天津市华都抽纱工艺制品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作为抽

纱技艺非遗传承人,积极参与到学院服装设计专业建设中,

提出很多有价值的建议。

针对于涉及非遗保护的专业，需开展多样化教学活动，

以借助职业院校的独特优势来支持当地的非遗传承，并带动

院校的教学、学科和教学科研建设，使院校获得进一步发展。

通过结合非遗结构方式设计更具有专业性、实用性强的创作

实践课，使专业教学活动能融入非遗，进而潜移默化影响学

生。

（二）课程建设

课程设置中融合非遗课程体系是推动职业院校和非遗

传承的融合发展的一大途径。这样的课程体系即可体现在专

业知识课上，又能体现在技艺传承教学课中，使学生在课堂

学习中能开拓眼界，并在非遗创作实践课中学会融合生活设

计元素。



4

例如，服装设计专业课程之一，形象设计课程，聘请企

业非遗传承人授课，课程中融入抽纱、刺绣内容，并和服装

设计制作深度结合，实用性强。学生创作作品的积极性高，

课程受到普遍好评。

（三）师资队伍建设

企业教师参与到教学中，大大提升了专业原有的师资力

量，企业教师丰富的实践经验，也给专业发展提供了保障。

故院校和建设由非遗传承人、专业教师组成非遗传承教

育师资队伍，这不仅能在专业教学中融入新的教学指导理

念，并实现跨专业融合，还能确保传承技艺的实操性。在院

校传承人群培养中加强非遗教育师资建设，能提高非遗教育

的效率、质量，使学生获得高质量的非遗文化学习。

（四）实训基地建设

为了让抽纱技艺得到更好的发展，天津市华都抽纱工艺

制品有限公司将 800 平米的办公楼打造成集展馆，设计，研

发，销售，培训为一体的非遗传习馆。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

实习环境,促进非遗文化发展。

（五）学生培养

我司每年培养学生 80 人次左右,接收服装设计专业实

习生 20 人。优秀毕业生可以留企直接就业,学以致用。

五、助推企业发展

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马忠庚院长在与天津华都抽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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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的座谈中表示，对校企合作充分肯

定，提出强化校企衔接，进一步拓宽合作广度和深度。希望

企业在 1+X 证书、非遗与文创融合等方面继续加强引导，给

予学生更多的就业支持帮助。座谈最后，校企双方签订了校

企合作协议和校外基地协议书，联合打造专业共建及非遗传

承校企合作新模式，大力推动校企双方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