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天津大港油田集团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年度报告

一、合作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形式

（一）形成一校三企四方校企合作共同体

智能焊接技术专业在实施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培养急需紧

缺技术技能人才的过程中，不断拓宽学生成才发展渠道。2022年，

在原有合作企业天津大港油田集团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大港油建）和中国电建集团核电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中电建核电）

基础上，新增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简称中建钢构），构建起“一

校三企四方”的校企合作共同体。三家央企均为世界 500强企业，

为智能焊接技术及相关专业毕业生提供了更加积极开放的人才发

展平台和更为广阔的职业发展前景。校企四方发挥优势，着眼于

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共同激发人才活力与动力，培养面向国内外

大型重点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核电站火电站建设、建筑钢结构

建设方面的高质量焊接技术技能人才。

图1 “一校三企四方”高质量焊接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校企合作共

同体



（二）建立并实施“3+1”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2022年，学院智能焊接技术专业探索建立“3+1”校企协同育

人机制，即“三项措施+一个保障”。

三项措施：①择优合作，根据焊接人才培养特点，将目标锁

定在工程建设类大型央企，人才培养定位为高质量焊接技术技能

人才；②成本分担，通过校企协商，按照课程内容确定成本分担

机制，培养方案中学校课程由学校师资教学并承担全部教学支出；

校企课程由校企共同修订教学标准，企业提供案例等课程资源，

学校提供师资、耗材、设备；企业课程由企业提供标准和师资，

企业教练任教，岗位实习中所涉及课程由企业承担设备、耗材、

人员等全部支出；③责任共担，学生教学以及安全管理由校企双

方共同负责，并在协议中明确商定校企各自职责。

一个保障指运行保障管理，校企分别成立项目建设和企业管

理若干责任小组，建立多方无阻碍沟通方式，保障人才培养中学

生管理和校企沟通问题。

图2 智能焊接技术专业“3+1”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图3 “一个保障”：校企“三横三纵”沟通机制

（三）“分工协作、各举所长、四方共育” 走中国特色现代

学徒制校企合作之路

2022年，学院智能焊接技术专业在原有教育部第二批现代学

徒制校企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构建了“分工协作、各举所长、

四方共育”的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校企合作模式，积极培养行业

紧缺的高质量焊接技术技能人才。

专业找准不同企业对焊接人才的共性诉求，将“系统结构合

理的理论知识+基础实用视野开阔的技能训练”作为培养高技能焊

接人才的基本路线。大力推进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人才链

四链融合，校企共同组建互聘共用的师资团队，包含“大国工匠”

“全国技术能手”“全国技能大赛冠军”“滨海工匠“等技能专家

在内共计 35人，共同建设校内校外实习实训场地 8个，针对不同

培养阶段，在适宜的实习实训场地，由最擅长的学校教师或企业

焊接专家进行培养训练，达到最理想的人才培养效果。同时带动

教师、企业师傅知识和技能的双提升，达到校、企、生多方共赢

的良好效果，提高焊接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能力和水平，增强职业

教育服务社会发展的人才支撑力。



企业技能大师在学院手把手传授学生焊接技能 学生在企业车间接受管道全自动焊接技能训练

图4 校企分工协作共同培养训练

（四）多措并举提升高质量焊接技术技能人才整体培养水平

1.拓宽学生就业渠道，进一步提升专业智能化水平

新增合作企业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着重在机器人焊接、

智能焊接方向为人才培养、就业提供有力支撑，提升专业智能化

水平。原有合作企业中，中国电建集团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在核电

站、火电站建设过程中，因焊缝质量要求高、焊接位置多样化等

原因，目前主要以手工焊为主；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第六工程

公司在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过程中，技术革新后大范围采用管道

全自动焊接工艺，但因该工艺焊前管道坡口加工、组对要求专门

设备完成，且管道全自动焊接设备价格高昂等原因，不适合在校

内实训。而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是首批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

基地，是多项国家级、省市级焊接技能大赛的承办方，是天津市

首批“海河工匠”企业培训中心，天津市首批企业公共实训基地，

22年 11月圆满承办了第三届“海河工匠杯”技能大赛制造业根基

项目——机器人焊接技术赛项、世赛选拔项目和建筑金属构造赛

项。与该企业校企合作的建立，不但拓展了学生在建筑钢结构方

面的就业渠道，更能够将他们先进的机器人焊接技术补充到校内



教学中，改善校内教学设备和师资不足等问题，提升专业教师机

器人焊接教学技能和水平，进一步提升专业智能化水平。

2.校企共同开发教学资源，进一步增强教学实用性和针对性

智能焊接技术专业与其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合作企业共同开

发了新型活页式教材《焊接工艺评定》全书和《能源综合技术应

用》焊接部分，并共同开发录制了数字化教学资源，充分体现了

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双元融合。在《焊接工艺评定》教材中，

选取了综合能源供应产业中应用的典型产品分离器作为教学项目，

将最新的国内外标准融入教学内容。依据产品制造工艺生产流程

和企业技术员的实际工作过程，结合学生认知规律，把企业真实

产品的焊接工艺评定编制分解成多个教学任务，并逐一设置任务

工单，同时对应工作任务设置教学案例，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职

业道德，自觉遵守法规和标准，加强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

力，提升继续学习能力，全强化学生实践技能和素养，进一步增

强了教学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3.校企共建实训中心，进一步合理化理—虚—实实训体系

校企共同建设了智能焊接沉浸式实训中心和智能制造实训中

心，共同开发了智能焊接机器人工作站实训指导书 1套和虚拟仿

真焊接实训指导书 3 套。引入行业、企业标准，还原施工现场真

实情境，进一步接轨世赛国赛，提升特殊焊接技术“1+X”取证培

训能力，突出岗课赛证融合。两个实训中心的建立，能够为学生

开展智能焊接、增材制造、数控切割等先进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实

训，开展多种虚拟仿真教学，解决实训中存在的压力容器内部焊

接、带压带气管道焊接等看不到、进不去、成本高、危险性大等

痛点难点，推进虚拟现实技术与职业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启发



学生在具体情境中通过主动探究获得技能和知识，满足数字经济

发展人才需求。虚实结合，以虚助实，将理论课程、虚拟仿真课

程、真实操作课程三者有机结合，建立理—虚—实合理化实训体

系，安全快速的提高学生焊接操作技能掌握速度和扎实程度，缩

短社会上亟需的高质量焊接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进程，赋能职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

图5 智能焊接沉浸式实训中心

图6 智能制造实训中心



二、合作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效果

（一）职业能力提升，育人效果显著

智能焊接技术专业实施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培养的学生不

但能承担国内外大型重点工程焊接技术难点施工，更能支撑企业

发展对高质量焊接技术技能人才的长期可持续提升需求，用人单

位满意度高。

其中，2019、2020届毕业生丁富生、刘忠禹等 5人就职于大

港油建公司，因焊接技能突出被选派至“一带一路”中非合作典

范项目——非洲尼日尔二期一体化项目，面对最具挑战、最具难

度、最具风险、战线最长的“四最”工程，毕业生们精益求精，

焊口合格率高达 99.5%，刷新多项记录，为中尼能源领域合作、深

化两国友好关系贡献力量。2020届毕业生白玉，作为首批进入国

际先进 LNG不锈钢薄膜罐焊接技能训练班的学员，凭借自身丰富

的理论知识和过硬的焊接技能，仅经过 2个月训练，便一举考取

了在国内尚属保密级焊接技能的国际焊接技能证书。2020届毕业

生王启东，被企业评为优秀技术员，并被选为焊接专家后备培养

人才。就职于中电建核电公司的 2021届毕业生任勃勃、刘振昌，

毕业仅一年便在山东省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大比武焊接赛项中

斩获第六名和第十名佳绩。2021 届毕业生郭厚等 4 人，于 2022

年 11月顺利考取由国家核安全局直接颁发的核级焊工技能证书。

多年来，我院焊接专业毕业生多次参与包括中俄东线天然气

互联互通项目、世界最大陆上薄膜罐天津南港液化天然气（LNG）

应急储备项目、山东荣成国和一号国家示范核电工程、浙江三澳

核岛安装工程、西气东输三线工程等在内的众多国家大型重点工

程项目，在实践中逐渐成长为“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具



有良好职业道德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获得

用人单位高度认可。

图7 焊接专业毕业生收到用人单位高度评价

图8 焊接专业毕业生捷报频传

（二）工匠精神引领，提升专业社会认可度

在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模式培育下，企业从学生入学即全过

程介入参与人才培养。企业选派包括“大国工匠”周海涛、“全国

技术能手”张道旺、“滨海工匠”刘智等在内的大国工匠进校任教、

担任企业师傅、多方宣讲工匠精神，以学生身边“看得见、摸得



着”的工匠成长经历影响学生。同时，教学和实习中结合企业真

实的大型工程项目，切实让学生感受到岗位工作、企业发展与国

家战略方针息息相关，提升自豪感、归属感。企业提供平台学习

最新的自动化焊接技术，改变传统认知，特别是在焊接复合人才

短缺现状下，看到自身的价值，增强对专业行业的认可度。通过

宣讲、实习让学生切身感受到企业在薪资待遇和个人发展等方面

对一线工匠的重视和关怀，使学生重新了解和认识这个行业。

图9 大国工匠在身边

（三）实现岗位要求融入教学标准

每年根据企业需求、行业发展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及时更新

项目案例融入课程教学，增强教学针对性。校企共育模式下，学

生技能迅速提升，实习期即参与浙江三澳核电工程、中俄东线天

然气互联互通工程等国家大型项目。



图10 学生实习期参与国家大型工程项目焊接施工

（四）引入企业优势资源，提升学校育人水平

专业校内实操训练课程全部由企业选派技能专家按照企业岗

位标准教学，年授课学时近 400课时，在弥补校内实操教师数量

和水平不足的同时也最大程度的保证了实操教学质量和企业针对

性。校企师资共同组建的教学团队，互学互帮，深入企业学习实

践，提高了学校育人水平，实现了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实际生产

同向同行。

（五）校企共育，破解企业“招工难”“用工荒”问题

高技能焊接人才的培养需要大量的时间和成本，高职院校学

生从大一入校即可进行培养，循序渐进，有良好的理论基础，到

真正毕业已经基本具备了高水平岗位要求，完全由企业培养的周

期缩短，且忠诚度更高，人力资源稳定性好。

（六）增强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能动性

与我院建立联合培养后，大港油建由从未与院校合作发展到



同时与几个院校合作，中电建核电主动出资在我院举办焊接技能

比武和 AutoCAD大赛。可见这种校企融合，促进了行业企业参与

职业教育的深度和广度，更好的发挥了企业的能动性、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