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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连云港港，镶嵌在黄海的璀璨明珠。江苏省最大海港，中国沿海 25 个主要

港口、12 个区域性主枢纽港和长三角港口群三大主体港区之一。其区位优势明

显，南联长三角，北接渤海湾，隔海东临东北亚，又通过陇海铁路西连中西部地

区以至中亚、欧洲，是连接南北、沟通东西的纽带，在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

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借助江苏沿海开发、国家东中西部合作示范区、长三角一体化、国家创新型

试点城市等战略机遇，连云港港正在“一体两翼”的港口规划引领下，以区域性

国际枢纽港和集装箱干线大港为目标，加快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

陇海兰新沿线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和对外开放窗口、亚欧之间重要的国际交通

枢纽，成为辐射带动能力强的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 

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由连云港港口集团的港口资产以及江苏方洋集团、江苏

金东方集团、江苏金灌投资发展集团、江苏燕尾港港口有限公司的涉港经营性资

产组建，是按照港产城融合发展的要求，整合连云港区、赣榆港区、徐圩港区和

灌河港区资源资产形成的，以资产、资本为纽带 ，运用市场手段、建立互利互

赢的港口经营新主体，其中连云港港口集团为控股股东，持有 52.77%的股份。

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主要经营码头装卸与仓储、港口物流与贸易、港口工程与开

发、航运交易与服务、资本运作及口岸信息服务等业务。 

二、企业参与专业建设 

1.校企合作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 

“双师型”教师队伍是高职院校最重要的人力资源，是办学实力的重要体现，

是产学研合作的重要纽带，也是专业建设的重要保障。因此学校与连云港港口控

股集团共同签订教师挂职锻炼与“双师型”教师培养以及聘用兼职教师等协议，

制定教师挂职锻炼与兼职教师管理考核办法，建立合作培养机制。先后安排了

17 位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引进了 7 名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兼职参与教学，签约



一名“江苏大工匠”，搭建了一个交流学习平台，企业技术人员与教师相互学习，

共同提高，加快提高教师的双师素质，推进“双师型”教师的培养。 

2.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 

实训基地是高职教育重要抓手和平台，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是以技能为核

心教育理念的重要实现途径，重点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为以后的就业奠定基础。

港机专业实训基地分为校内和校外实训基地。校内实训基地具有职业能力培养、

服务企业、教学科研、顶岗实习等功能。校外的实训基地是校企合作的桥梁，通

过实践完成学生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培养。 

3.校企合作联合培养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 

校企合作联合培养具有港口大型设备操作、港口设备机械维修、机务管理、

电气修理和港机制造等能力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包括特种设备操作司机、机械修

理工程师、设备管理工程师等具备专业技能和管理能力人才，注重团队协作人才

培养。 

图 1  港机专业校内实训基地 

港机专业借鉴《悉尼协议》的精髓，进一步推进产教融合，依托“校企双主

体”全面深化和完善“虚实交替、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推进专业教学紧

贴技术进步和生产实际，与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合作开展教学试点，形成富有弹

性、充满活力的人才培养机制；优化课程体系，建成一批在线开放课程、国家和

省级以上规划教材、数字化优质教学资源并实现开放共享；开展教师信息化和双

语教学能力提升，拓展教师境外学习交流渠道，强化校企协同创新，打造一支具

有国际视野、英语水平高、专业经验足、科研能力强、专兼结合的师资团队；加



强对外交流合作，提升学生“双创”能力；培养一批综合素质高，动手能力强，

具有“工匠精神”，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将港机专业打造成为

继续保持国内领先、具有一定国际知名度高职教育示范专业。 

三、企业参与教学 

近年来借助学院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这一平台，每年邀请企业参与港机专业

的人才培养方案的讨论和修订工作。在与企业紧密合作的基础上，对我院的“集

装箱装卸桥操作模拟器”和“门座式起重机操作模拟器”，进行了升级改造，模

拟器操作场景源自真实工作情景，更贴合港口起重机械真实工况。学生利用这一

“虚拟工场”可以实现集装箱装卸桥和门座式起重机的模拟操作，为从事港口起

重机操作职业奠定技术基础。 

由于港口机械设备的大型化，重型化等特点，港机专业经常安排学生到企业

现场参观实习，并邀请有多年设备管理经验的高级工程师进行讲解。同时企业高

级工程师也作为港机专业的兼职教师，参与专业课程的建设与教学。 

图 2  企业工程师为学生现场讲解         图 3  企业工程师在实训室为学生现场教学 

 

四、学院助推企业发展 

在多年的校企合作的基础上，我院港机专业的老师参与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

的专业实践，提升教师队伍双师素质。同时学院教师参与企业设备改造，项目开

发，为企业发展提出了建议和意见，帮助企业进行设备维修和保养，与企业联合

进行多项课题的研究等。 

港口机械与自动控制专业的毕业生理论知识扎实，动手能力强，也得到了企



业的高度好评。目前已有近 140名本专业的学生在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的各个岗

位上工作，不断的提升自己，也为企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五、保障体系 

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针对性，促进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

形成校企分工合作，协同育人，共同发展的长效机制，聘请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

“江苏大工匠”唐艳作为专业建设指导专家和“产业教授”。 

每年邀请企业与学校一同制定港口机械与自动控制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并

组织实施，选派相应课程的教师对学生进行专业及实践方面的授课。 

六、问题与展望 

校企合作属于学校、企业以及学生三方的合作模式，基于港口的特殊性，学

生的生产性实习具有一定的难度。如何让学生深度的认识企业，熟悉企业文化，

并激发学生融入企业的动力，这是学校和企业都要思考的问题，校企双发应积极

探索合作途径，创新合作方式，突破合作瓶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