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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 

  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年度报告（2019） 

 

一、企业概况 

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以下简称我院）与共和国同

成长，从 1949 年解放初期的湖南省农林厅水利局 100 多人的勘测设

计队伍几经分合发展壮大而来。是中国水利水电勘测设计行业国家甲

级勘测设计院所、AAA 信用等级单位，位列全国工程勘测设计行业

综合实力百强单位。院区位于长沙市东塘繁华商区，占地近 16 万平

方米，院内环境优美，被誉为花园式单位。 

现有职工 1700 余人，拥有一支专业齐全、技术先进、作风过硬

的人才队伍和一批经验丰富、技术精湛且思想作风过硬的“金牌设

总”。享受国家、省部级政府津贴的专家及水利部“5151工程”人才共

11 人；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47 人，高级工程师 330 余人；各类注册

执业工程师 230 余人；专业技术人员 1000 余人，持证上岗率 100%。

专业涵盖地勘、测绘、规划、水工、机电、建筑、施工、造价、水库

移民、水资源调查评价、水资源论证、地质灾害评估与勘查、咨询、

监理、工程质量检测等 30 余个专业。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承包

工程经营资格。拥有各类资质证书 31 项，其中国家工程综合勘察、

测绘、水利行业、水力发电、建筑工程、建筑装修专项工程、水文水

资源调查评价、水资源论证、工程总承包、工程咨询、工程监理、工

程质量检测等 10 余项甲级资质。产品质量管理与国际接轨，获得“质

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三体系整合资格认证。 

建院以来，累计完成 5000 余项工程规划、勘测与设计。完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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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装机 10000MW 以上、电力排灌 1200MW 以上、农田灌溉和排涝

面积超过 300 万 hm2，湘、资、沅、澧四水与洞庭湖尾闾河道治理和

疏浚 20 余条共计河长 2500km 以上，长江干堤、重点垸、蓄洪垸等

堤防 40 多处共 5000km 以上，城市防洪工程 40 余项。完成重大科研

项目 200 余项，主持和参与编制 120 余项国家或行业技术标准、设计

规范等。 

在坝工技术、泄洪消能、航电枢纽、基础处理、机电技术、灯泡

贯流式和低水头轴流式机组电站、灌区建筑物设计、水利水电自动化

测控技术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全国率先采用溢流平板坝、大

孔口泄洪双曲薄拱坝、大头坝、砌石空腹重力坝、粘土斜墙砂壳坝等

多种坝型。率先设计了大型低水头灯泡贯流式机组电站、当时国内在

建最高的砼面板堆石坝和世界上在建最高的全断面碾压砼坝，诸多技

术居全国领先水平，先后荣获国家科学大会奖、国家工程建设质量金

奖和银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发明奖，优秀工程设计、勘察、咨询等

国家、省、部级奖励。形成了“湖南院”品牌，构筑了强大的“湖南院”

技术平台。业务范围遍及国内几乎所有地区，并为亚洲、非洲、美洲

等地区的 20 多个国家提供了工程勘测设计或技术咨询服务，与美国、

日本、加拿大等 10 多个国家进行了技术交流与合作，在国内外享有

较高声誉。 

从湖湘文化、大禹精神和水利行业精神中总结创新，继承发展，

形成了淳朴、廉洁、奉献、健康的湖南院特质文化——禹文化。先后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全国总工会模范职工之家、全国水利系统和谐

企事业单位、湖南省文明标兵单位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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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图 

 

二、校企合作的具体模式  

 （一）校企共商专业建设，开启专业建设新篇章  

2015 年 6 月 15 日，我院副总工曾更才、室主任黄云仙和朱敏三

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被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为水电

职院）聘为校外专业带头人，总工郑洪被聘为水利建设与管理专业群

带头人。 

专业带头人一览表 

专业名称 

校内专业带头人 校外专业带头人 

姓名 职称 姓名 职称 

水利工程 刘咏梅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黄云仙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汪文萍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朱敏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水利工程造价 蒋买勇 副教授 曾更才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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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带头人每年 5 月定期参加水电职院组织召开的专业建设研

讨会，开展专业人才培养研讨，介绍专业人才需求情况和职工培训现

状，描述专业大专层次从业人员应具备的职业素养、基础知识、专业

技能及岗位中的典型工作任务，并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提出修改意

见；同时，为校企双方在技师共享、基地共建、人才共育及应用技术

共同研发等 8 个方面进行意向性沟通。  

 

校企专业建设研讨 

专业带头人，按照职责，每年面向专业教师和学生专业协会成员

开展专题讲座 1 次。 

在农田水利规划、水电工程建设、水利工程造价管理方向，分别

选拔了 6、6、4 名技术骨干作为职院的兼职教师，相对固定承接项目

化课程教学和学生实习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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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企共创名师大师工作室  

为了给水利建设与管理发展培养一支技艺精湛、素质优良的高技

能人才队伍，2018 年 10 月，以湖南水利职教集团为平台，我院配合

职院组建成立了服务水利建设与管理专业群发展的水利科学协同创

新中心，并由我院总工郑洪、副总工曾更才分别领衔组建了大坝安全、

项目管理两个大师工作室。 

工作室依托高技能人才，开展带徒传技、重点项目研修、重点技

术技能革新和技术攻关、技术技能交流等活动，实现技术技能创新成

果和绝活绝技推广传承，实现理论与实践不脱节，研发与现场相结合。  

我院杨志明教高、水电职院刘咏梅教授，2018 年 11 月，同一批

次被授予湖南水利十大工匠。 

为大师工作室开展联合创新和服务更为紧密，2018 年 12 月，我

院拟在院内对应组建名师工作室，作为水电职院名师工作流动站。 

大师工作室统计表 

序号 工作室名称 领衔专家 专家简介 成员 工作或研究内容 

1 
大坝安全与病

害防治工作室 
郑洪 

二级教高，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

研究总院、总工程师，国务院津贴专

家、121人才工程第二层次，兼任湖

南省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理事。获湖南

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国家优秀

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银奖。 

蒋买勇、刘妍、

张学伟、邹颖、

曹磊、冯思佳、

陈理、（专家：

范金星、刘京铄） 

大坝运行调度技

术、大坝安全监测

与分析、大坝病害

检测与防治技术 

3 

工程造价控制

与项目管理工

作室 

曾更才 

教高 ，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

究总院、副总工程师，兼任湖南省水

力发电工程学会施工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及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工程

造价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获全国优

秀工程勘察设计银奖、水利部优秀工

程勘察设计金奖。2010 年，获湖南

省优秀勘察设计师称号。 

张静、谭文波、

蒋岑、郭晓静、

廖超青、吴韶斌

（专家：周召梅、

汪文萍） 

造价精细化管理

技术、BIM技术全

过程项目管理、施

工新材料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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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企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联合集中开展相互培训  

为了给员工创造一个良好的培训条件，提升职工的技能，我院与

职院在原实训基地协议基础上重新签订了产学研合作协议，高起点启

动了产教融合工作。 

近两年，利用职院湖南省水利技能培训中心这一平台和良好实训

条件，参加省里集中开办的河道修防工等各类职工培训 56 人次；同

时，我院利用专业优势和项目依托，安排水工部、规划部、施工部、

以及监理公司、质检公司、项目管理公司，于 2017 年、2018 年分别

接收职院专业教师下企锻炼 15、25 人次，参与新疆霍城县 QDKS 水

库工程等工程项目 21 个。 

2018 年，我院为加强 BIM 技术研究和拓展 BIM 技术推广应用，

邀请了拥有计算机特长的职院张学伟副教授来院参与 BIM 技术研究

和推广应用，共同完成了我省在建的毛俊中型水库三维模型并实现初

步的信息化管理，并在返校后主持学院 BIM 实训中心建设。 

（四）校企共建项目化课程资源  

1、校企共建项目化教材和专业技能标准 

职院水利工程造价专业团队蒋买勇副教授联合我院曾更才教高，

构建并完善了“以水利工程项目为载体，以工程计量与计价为主线”

的专业课程体系，开设了与职业岗位能力紧密联系的水利工程识图与

计量、信用信息平台应用及电子招投标、工程财务与审计 3 门新课程，

共同修订课程标准和开发课程，目前已正式出版水利工程概预算、水

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水利工程造价软件应用 3 本项目化教材，主

持修订工程造价（水利方向）省级专业技能抽查标准与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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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编写的项目化教材和专业技能标准 

 

联合修订水利工程造价专业技能标准 

专业核心课程采取六步教学法，选择以项目为载体，以工作任务

为主线，知识贯穿于教学过程中；专兼职教师协同推行“专业+公司+

师生员工”的教学组织模式；课程评价均采用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

价相结合的考核评价方式。 

2、校企共建省级专业课程资源 

2017 年，利用湖南水利终身学习平台，联合建有省级名师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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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 4 门（水利工程概预算、水利工程 CAD、建筑材料与检测、水

工建筑物）。 

2018 年，职院水利工程材料检测课程团队汪文萍副教授联合我

院试验检测研究中心，进行国家教学资源库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水利工

程材料检测录像拍摄，我院安排刘清波、文浪、黄姣协助，从文本内

容、试验操作、录像复核进行精心指导，完成建筑材料检测试验录像

36 个。该资源已经上传智慧职教平台和职教云，并在全国水利高职

院校范围内使用。并联合编写《建筑材料检测》互联网+教材，即将

在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 

 

联合拍摄水利工程材料检测教学资源 

 

（五）校企共同开展专业技术攻关  

1、校企共同开展科学研究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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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我院同职院紧密联系，发挥各自优势，紧贴省内区域水

利现状，共同将研究重点放在大坝安全方面。主持 2 项湖南省水利重

大项目——土石坝全生命周期性能演化及安全评价关键技术研究、水

工隧（涵）洞病害智能诊断与高效处治技术研究，单项获资分别为

100 万元、125 万元；砌石拱坝超载安全边界优化域研究与应用项目，

获评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岩石节理剪切特性及其与节理表面形

貌参数相关性研究，立项为省自科基金项目。授权发明专利 1 项（变

配重可控水力自动定轴翻板闸门）；2018 年 10 月，指导学生参加“全

国水利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河道修防工项目”竞赛，获二等奖 2 项、三

等奖 1 项。指导学生完成“闸门上游测半楔形结构止水橡皮设计”作

品，获湖南省大学生水能水资源综合利用创新设计竞赛一等奖。  

 

湖南省大学生水能水资源综合利用创新设计竞赛 

2、校企共同开展工程生产服务 

近两年，我院通过接收职院教师下企锻炼，联合师生开展新疆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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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县 QDKS 水库工程等生产技术服务 21 项，工程生产项目包括新建

水库、水库（闸）除险加固、灌区续建配套、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小

河流治理等项目类型，生产质量受到评审专家一致好评，无一重大变

更，并且将其中的 13 项典型生产项目应用于教学案例中。 

联合解决了浏阳市洞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导流方案优化、蓝

山县两江口水库工程导流隧洞方案优化等 2 项技术难题。 

 

三、问题与建议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政府推进校企合作的政策法规与管理机制不健全  

政府出台了宏观上的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政策法规，但是缺乏

操作层面的具体要求，企业的职责不明确、优惠政策不明显，特别是

专业技术人员和专业教师的互聘、职称互评、工作量计算和认定方面

不清晰。 

2、职业院校适应行业企业需求的能力不强  

大多职业院校校企合作仅仅停留在企业接收学生实习的浅层次

上，没有从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标准、实训基地建设、课程开发、实

践教学体系、人才培养与评价等方面进行深层次合作。学生在校所学

知识和技能与现代企业要求相差甚远，从而导致职业院校毕业生不能

达到企业的要求。  

3、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不足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以盈利为主要经营目标，其参与职业

教育发展的动力源自其经营目标。有部分的企业将参与职业教育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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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间接的利益损失。是否参与职业教育的发展，对于企业的投入

和收益均不能产生影响。  

（二）几点建议  

1、提高政府推动校企合作的战略意识  

校企合作只有在政府统筹和支持下，部门、企业和学校才能在校

企合作上建立有效的合作模式与机制，校企合作才能够真正实现，达

到双赢的目的。各级政府必须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规划职业

院校和企业的发展，统筹校企合作，将校企合作任务作为推动区域经

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建立政府主导、职业院校和企业为主体、行业协

会为中介的校企合作发展新机制。  

2、政策创新，建立校企合作机制  

建立政府主导的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突出政府及相关部门在校企

合作中的统筹推动作用，企业应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建立由行业、

企业主导的校企合作机制；制定鼓励行业、企业举办职业院校的优惠

政策；以企业为主导校企共建产业化公共实训基地，确定部分大中型

骨干企业为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实训和师资培训基地，从政策上保证校

企合作制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