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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立鑫晟精细铸造有限公司参与人才培养

质量年报（2019） 

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决定》提出的“发

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的要求，鼓励各高职院校尤其是国

家示范校“主动联系推动一批实际参与人才培养的企业”的指

示，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材料与建筑工程系积极与天津立鑫

晟精细铸造有限公司开展深层次校企合作，实现校企合作育人、

互惠共赢。 

一、企业概况 

立鑫晟精细铸造有限公司（立鑫晟重工机械集团）成立于

1995 年，占地 120 余亩，企业规模达 350 人，总资产超亿元。

公司自成立之初即确定走高起点、高定位，生产高技术产品的

发展思路，产品定位在“代替进口、填补空白”，通过高科技

改造传统铸造产业，为国内外高端客户群体配套。公司铸造产

品主要涉及“三耐”产品，即耐磨、耐热、耐蚀铸造产品。通

过二十年的发展，一个以立鑫晟精细铸造有限公司为核心，以

立鑫晟研究院、万石科技、立鑫盛科技为三足鼎立发展的产业

升级布局、一个集高科技研发、成果产业化、规模化生产、资

本运营为一体的企业集团―立鑫晟重工机械集团公司，已然成



型。“立鑫晟”品牌已享誉国内外耐磨产品领域以及工程机械

领域。公司现有的主导产品为高铬铸铁耐磨零部件，并成功为

国内外知名的工程机械、矿山机械主机厂进行配套，客户群体

包括：徐工集团、三一重工、中联重科、柳工集团、鼎盛天工、

加隆（北京）、德国巴哈斯—桑索霍芬（BHS）、林泰阁、法国

法亚特、戴纳派克、美国贝塞尔、马来西亚大地等。 

 公司坚持“以高新技术改变传统产业，研制生产高端耐磨

材料，不断创新，做到生产一代、储备一代、研发一代”的理

念，通过自主研发、产学研合作等多种形式，进行技术开发与

改造。公司先后承担科技部项目 2项、发改委项目 1项，市级

科技项目 6项，其他科技项目 3项。公司已申请专利 28项，拥

有有效发明专利 4项、实用新型专利 19项，注册商标 4项，并

获得天津市著名商标 1项。公司已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公

司的技术中心已经通过天津市企业技术中心认定，2012年公司

被批准成为天津市工程技术中心，是天津市铸造协会会长单位，

被中国铸造协会评选为“中国优秀铸造耐磨材料生产企业”，

“中国铸造行业千家骨干企业”，被天津市铸锻行业协会评选

为“天津铸造行业 20强重点企业”。 

二、参与高职教育人才培养 

立鑫晟精细铸造有限公司响应国家的号召，勇于承担企业



的社会责任，按照国家的要求“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

积极投入到高等职业教育的工作中。 

（一）设立企业奖学金  

从 2012年开始，立鑫晟出资在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材料

工程系设立了企业奖学金，用于表彰个人品德优良、学习成绩

优异、综合素质突出、自立自强、努力上进的优秀实习生。通

过奖学金这个平台，立鑫晟扩大了在校园内的知名度，赢得了

学生的好感和信任，从而吸引了更多人才；同时向学生们传递

一个重要的“信号”，即这个行业（材料专业）需要更多的优

秀人才投身其中，有利于形成“人才蓄水池”。 

    

（二）全方位资源投入 

人力资源投入。立鑫晟选派公司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补充

到高职教育一线教学岗位，具有丰富的企业一线实战经验的师

资队伍使高职教学与人才培养工作高度贴近了企业实际需要，

成为办学工作中师资队伍的骨干力量。同时公司对河北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材料专业的实践性教学工作给予大力支持，选派公

司优秀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和高技能人才参与专业建设，承担

实践教学任务，成为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材料类专业兼职教

师队伍的核心力量。  

物力投入。立鑫晟不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公司利

用各种产品生产线及设备、设施为学院的职业教育及培训创造

优厚条件，建有树脂砂、消失模、热处理、材料检测等材料类

实习实训基地，充分发挥大型装备制造企业完备的生产链条及

技术优势，开展紧密结合企业生产实际的职业教育培训实习实

训活动。 

经费投入。为鼓励全员参与培训，加强员工培训经费管理

和监督，公司按工资一定比例计提，建立培训专项资金。2018

年全年，为新员工开展的包含企业文化、专业知识、通用能力

等培训，为后备干部开展的初、中级课程，为生产一线人才提

供的培训等；为生产经营活动的提质增效和降本增效提供的精

益培训、质量培训、技术创新和班组长培训等费用；与职业院

校共建专业实训基地，每年投入住宿费、顶岗实习津贴和生活

补贴等费用。 

（三）全程参与人才培养   

多年来，立鑫晟充分利用行业优势，发挥先进的技术和设



备资源，在人才培养、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双师培养、实习

实训、技术服务、学生就业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不断深化校

企合作、产教融合，扎实推进“工学交替”办学模式。  

专业建设。企校多次召开专业建设委员会会议，深度研讨、

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按照职业岗位工作实际需要，以培养学生

综合职业能力为主线，构建了适于现代材料成型生产的一体化

项目课程为主体的专业课程体系。 

  



学生培养。公司每年接受学院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专业学

生开展“工学交替”学习，并在公司网站进行专题报道。公司

按月为实习学生提供生活补贴，参照正式员工的管理方式，依

据其在生产班组的工作表现，每月进行绩效考核，考核成绩与

奖金挂钩。此项管理制度激发了学生工作的积极性。实习期间

部分学生已经脱颖而出，开始承担复杂工序的生产工作。工学

交替期间表现优秀的学生可以提前与公司签约。 



教学实施过程中，理论课程教学由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选派教师和公司兼职教师共同承担，实现了教学内容与生产实

际相结合、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相对接；实践教学方面，学生

实训和实习全部在生产车间进行，教师均来自企业一线，师傅

带徒弟，传承技术与技能，真正实现了校企一体化育人。  

   

    

双师队伍建设。公司大力支持学院专任教师深入企业实践

锻炼，为教师提供相应的实践锻炼岗位，帮助教师提升工程实

践能力和技术服务能力。2018 年公司接收 1 名学院实习指导

教师进行挂职锻炼。教师在公司期间服从企业统一管理，主要

负责实习学生管理和公司其它相关岗位工作。公司根据指导教

师的工作表现评定挂职锻炼成绩。 



通过企业实践，提高了教师专业技术知识和技能水平，从

而提高教师工程实践能力。通过了解企业的用人需求，带动课

程改革与专业建设；了解企业生产、技术、经营全过程，为专

业升级改造、构建与企业生产相适应的课程体系作好市场调研。 

三、保障体系 

立鑫晟公司总经理石卫东被学院聘为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专业带头人、专业建设委员会主任，每年参加两次专业建设委

员会会议和不定期指导专业建设，讨论并确定材料成型技术专

业的发展方向、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课程设置、专兼职教师培

训、校内实训与校外实习方案设计与实施等，实现对人才培养

全过程的指导，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双方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

明确了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并纳入年度工作的计划，有效的保

证了校企合作的长效稳定发展。 

（一）健全校企合作组织机构   

立鑫晟公司成立了由公司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的“校企

合作协调指导委员会”，全面指导协调校企合作各项工作。由

一名领导具体分管校企合作工作，并配备一名专(兼)职校企合

作联络员，负责校企合作工作的开展。  



（二）合作双方签订协议   

明确职责，规范双方的行为。立鑫晟公司保证在设备、场

地等条件上的支持及人员的支持，保证学生实训任务的安排。

学院保证人才培养质量，保证企业用人的优选权，为企业提供

培训、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通过近几年的合作，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专业毕业生综合

素质明显提高。因为企业的参与为学生提供了更多深入企业、

了解企业的机会，在企业的真实环境中学习、锻炼，学生不仅

能够掌握技能，而且能够学习企业文化精神，培养其劳动观念、

竞争合作意识、实践能力，提高职业道德、敬业精神、服务意

识和诚信意识，有助于使其成为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高素质应

用型人才。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实现校企合作、良性互动、共

同管理，利用双方的优势资源，形成合力，提高职业教育的实



效，实现高校、企业、学生、社会四方共赢。  

四、问题与展望 

材料成型及相关专业高素质技术人才地位和待遇需要进一

步提高。由于社会价值取向、家长及考生对材料成型专业认识

不足等原因，报考材料专业的学生不多，尽管实施校企合作“订

单班”，大力宣传，招生仍然不理想，不能满足企业的人才需

求。建议加强对现代材料成型产业发展状况、材料成型机械制

造装备的产业发展趋势、现在材料成型高技能创新型人才的需

求现状以及高职教育等的宣传教育，建议完善税收金融支持政

策，政府研究出台高职院校传统产业相关专业学生免费入学和

专项助学金实施办法等，调动学生选择材料类等相关传统产业

的积极性，促进高职院校材料成型及相关专业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