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公司概况

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浙水股份），成

立于 1965 年，前身为浙江省水电建筑第一工程处。2011 年 11 月，

企业进一步加强规范现代化管理制度，更名为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公司正式迈入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行列。

公司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港口与航道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以及公路工程、桥梁工程、爆破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等多项资质。

公司始终坚持“第一的品牌，第一的质量”的企业宗旨，凭借严

格的管理、严谨的工艺、严密的施工创造了多个荣获中国建筑工程“鲁

班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中国水利

工程优质“大禹”奖、交通部优质工程奖，浙江省建设工程“钱江杯”，

四川省建设工程“天府杯”等奖项的项目。连续多年多个 QC小组获

浙江省、水利部和全国优秀 QC小组成果奖。

公司立足于整体竞争实力的增强，加大力设备资金的投入，及时

进行设备更新，拥有地下连续墙液压抓斗设备、履带吊机、塔机，混

凝土拌和站、打桩船、插板桩船等机械设备。提高了生产效率，为铸

造精品工程夯实了基础。

公司着力培养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坚持人才战略，形成了一大批

专业技术管理化的人才，公司现有各类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600 余人，

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

公司自 1991 年起，连年被评为“企业信用等级 AAA 级” 企业。



2000 年以来，先后多次荣获“全国优秀施工企业”、“全国建筑业先

进企业”、“全国优秀水利企业”、“全国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先进企业”，

“浙江省先进建筑业企业”、“浙江省优秀水利企业”、“浙江省守合同

重信用单位”等称号，为“浙江省文明单位”、“杭州市企业贯彻新发

展理念社会责任建设 A 级企业”。

二、参与办学

公司在与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上取得了

较为显著的成绩。自 2010 年至今，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一直是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稳定的实习、就业基地，每年接

受学院学生认识实习(专业社会实践)、顶岗实习，并经双向选择后，

部分毕业生进入公司就业。

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积极探索企业与高职院校合作培养

人才的新途径和新方式，双方自 2014 年开始致力于开展现代学徒制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联合省内大中型水利施工企业，成立“1+N”（1

家学校，N 家企业）产教联盟，每年稳定招生 30 人，组建大禹班，

进行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我公司作为“1+N”产教联盟的牵头企业，

每年培养人数在 8-12 名。

大禹班全学程工学交替，实行“四双一体”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模式，培养懂技术、能吃苦、善沟通、会管理、具备工程建设项目经

理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产教联盟企业与学校联合进行招生招工，学

生具有在校学生和企业学徒的双重身份；企业选派高管及优秀项目经

理人担任企业导师，学校委派有经验的教师担任校内导师，师徒结对，



双导师联合培养；校企共建共享共管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并依托联

盟企业在建大中型水利工程项目，双场所教学；校企共同制定面向岗

位的人才培养标准、课程标准、考核标准，共同进行人才培养质量评

价。

三、资源投入

（一）经费投入

我公司高度重视现代学徒制合作项目，每年投入达到每生 1.5 万

元人民币，2014-2022 年累计投入 315 万元，捐赠人民币 50 万元，

设立“大禹水利奖励基金”，为项目的实施提供了资金保障。

（二）人力资源投入

我公司每年派 10-14 名具有高级职称的企业高管、优秀项目经理

担任企业导师，负责联合校内导师进行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课程开发、教材编写、企业课程授课、实习指导等工作。

每年暑假，我公司选派 8-10 名具有丰富项目管理经验的企业高

层以讲座形式面向在校专任教师传授项目管理经验，并组织教师深入

项目一线学习，学习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在水利工程中的应用，

以提高专任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

每年学校安排 1 名教师到我公司担任企业的访问工程师，参与企

业实际工程项目建设、联合企业进行课题研究，提高教师的科研和实

践教学能力。

（三）物力投入

依托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校内实训基地共建共享水利工程设



计生产性实训基地——同济水利设计分院（以下简称“分院”），为企

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支持，企业为学习学生实训实习及教师实践

锻炼提供指导。校企双方各选派一名技术骨干担任分院的负责人，协

商处理共建共享具体事宜。根据分院业务工作及教学需要选派优秀技

术人员指导审核师生开展水利工程设计技术咨询服务。

2021 年，子公司浙江江能建设有限公司，联合浙江同济科技职

业学院和省内其他水利水电工程管理企业，联合成立水利电力智慧运

维产业学院，凝聚浙江乃至国内外相关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深化水利

电力智慧运维产业与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

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提升水利电力智慧运维人才培养质量，助力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四、合作举措与成效

（一）教学

1、教学资源建设

对接施工管理岗位，校企联合开展教学资源建设。编写 《海堤

设计与施工》、《水利工程概论》、《水利工程质量检测》、《水利工程管

理技术》、《水利工程施工技术》等现代学徒制教材 5门；开发赛教结

合的“典型工作任务案例”教学实训配套教材 5 门；开发水利工程图

纸识读、施工测量放样专业技能培训包 2个；立项省级以上教改课题

5项。

2、课程体系建设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实施“四双一体”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校企联合招生招工，共同制定管理制度，共同制定专业教学标

准、课程标准、岗位标准、企业导师标准、质量监控标准等系列标准，

共同开发教学资源，共同参与教育教学，共同考核与评价人才培养质

量。以生产育人为导向，对接水利工程建设施工管理岗位核心能力需

求，构建“两阶段、三交替、四融合、双证制”现代学徒制课程体系。

校企共建共享共管 “四位一体”的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创造真实

生产环境，改善实践育人条件。推行面向企业真实生产环境的任务式、

项目化教学模式，生产即教学，教学过程即生产过程。教师与企业技

术人员并肩作战，共同完成教学任务和实际生产任务，实现资源共享、

人员融通、项目融通、成果共享。在课程体系中，学生在第三、第六

学期以企业准员工的身份在岗学习；其他学期则通过岗位认知、施工

放样、识图实训、项目经理成长论坛、施工技术等课程，开展岗位技

能培养。

3、学生培养成效

自 2014 年开始，水利产教联盟开始实施水利工程专业现代学徒

制试点，目前已培养 170 名毕业生，其中在本公司培养的学生有 58

名。这些学生在岗位上学习成长，毕业后即能胜任岗位工作，不需要

再进行岗前培训，学生上手快、成长快，企业大大降低用人成本。同

时学生在培养过程中受企业文化的熏陶，对企业的归属感更强，离职

率低。

4、师资队伍建设

以“双师双能”为导向，省水利厅制定“专家进校”激励政策，



水利行业协会发挥桥梁与纽带作用，联盟成员单位通过制定职务晋升、

职称评聘、工资薪酬、考核评价等激励制度，调动人员双向流动、联

合技术研发、联合育人的积极性，形成“四方发力”校企人才互聘共

培长效机制，实现了学校和企业共生共长、教师和企业技术人员共生

共长，有效解决了专业教师工程经验欠缺、工程实践能力和科研能力

不足，企业兼职教师参与教学的积极性不高、教育教学能力弱等问题。

围绕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自 2014 年以来来，我公司共指派了企业

高管、优秀项目经理 26 名成为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企业导师，与

学院相关专业老师共同承担相关课程的教学和在岗学习的指导工作。

（二）助推企业发展

自与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合作以来，我公司人才引进和职工队

伍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能够真正引进一批“懂技术、能吃苦、

善沟通、会管理、具备工程建设项目经理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浙

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水利工程相关专业学生不仅充实了我公司的职

工，且素质较高，有多名学生已经被认定为后备干部储备人员。

（三）服务地方

依托第三批国家现代学徒制项目，本企业与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

院深度融合，共创产学研教平台，服务地方水利。

联合学校为全省水利施工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生产

管理、安全生产技术、职业健康与应急管理、施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

违规行为分类标准与防范、工程造价基础和编制。为浙江省水利人才

的培养贡献一份力量。



（四）保障体系

为确保合作的有效实施，我公司与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共同发

起与筹建成立大禹现代学徒制学院，成立理事会，我公司为副理事长

单位。投入充分的人力、物力、财力，将大禹现代学徒制学院打造成

学校、企业、行业等多元主体参与、多方共享发展的平台，为水利行

业培养更多的高质量人才。制定大禹学院章程，明确学校、联盟企业

相关职责和责任主体，确保资金安全，加强监督考核，将项目建设落

实到位。

五、问题与展望

（一）存在问题

专任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科研能力、服务企业能力有待提高；企

业导师的教学能力、参与教材编写、课程标准开发的力度有待提高；

校企合作开发课程资源有待增加。

（二）未来展望

我公司将继续与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在人力、物力和资金方面加大投入；将拓

宽校企的广度，校企联合申报教科研项目，共同进行专利、工法的申

请，合作进行新技术、新材料的研发；深挖合作深度，在人才互聘、

人才互培上下功夫，打造一直具有“双师双能”的教科研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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