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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一）企业规模及行业影响 

青岛三利集团是首批山东省首批省级企业实习实训基

地。集团成立于 1992年，坐落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

现有 A区（130亩）、B区（150亩）、C（1000亩）工业园

以及 D区新西兰产业园。员工 3000多人，其中工程技术人

员占 23%，数控机床等现代化设备 500多台套。拥有一流的

生产设备、一流的生产技术、一流的生产产品，是以研制生

产智能化、全自动系列给水设备、智能换热设备、智能电机、

水泵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内唯一一家同时具备设

计、生产、安装资质的供水领域专业化集团公司，年产值约

20亿元。集团下设青岛三利中德美水设备有限公司、三利智

能动力有限公司、三利泵业有限公司等十多家子公司。其生

产的给水设备和水泵、电机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各类建筑给排

水、加压泵站、水厂自动化、管道直饮水、暖通、排污、消

防给水及消防设备监控领域。 

"独特的技术、独特的质量、独特的信誉"是三利集团的

经营战略和行动指南，领先的技术、科学的管理、超前的理

念为企业的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集团以"科技先行、质量

为本、信誉至上"为指导方针，努力追求，不断进取，全自



动加压供水设备已发展到了第十三代。产品获得 3000 余项

国家专利，4 项国家金奖，7 项"国家重点新产品"，并且被

评为"全国消费者信得过优质产品"、"国家建设部科技成果

推广项目"等荣誉称号，集团连年被评为"中国企业特级信誉

单位"，集团按照 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 三体系要

求严格管理，与国际接轨，有效保证产品质量的稳步提高，

并运用军事化管理实现了企业管理的规范化，打造了企业强

有力的执行力，优质产品加严格管理造就了一个优秀的企

业，三利发明了绿色节能的无负压设备，开创了二次供水的

一场革命。2006年国家建设部委托三利独家编写《无负压给

水设备》行业标准，2007年 12月 21日发布实施，2010年 8

月，三利成为"2010 年广州亚运会给水设备独家供应商"，

2011 年 1 月 10 日由三利独家起草编制的《无负压管网增压

稳流给水设备》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实施，公司技术中心被授

予“国家级技术中心”，证明了三利在行业中的地位。"三

利制造，值得信赖"，三利集团在行业中已经确立了遥遥领

先的地位，赢得了全社会的高度认可。 

（二）企业治理 

三利的发展定位：百年铁饭锅，三利大家庭企业。 

三利的经营战略：走前面没有人走过的路，做前面没有

人做过的事，追求极少数。 



三利的工作作风：快速反应，立即行动。 

三利的精神：敢冒天大险，敢为天下先。 

三利的工作标准：高、精、细、严 ；稳、准、狠、快。 

三利的宗旨:要想自己满意，先让别人满意。 

三利的管理理念: 

好＋坏＝零 是优秀管理者，好>坏＝X 好 是合格管理

者， 

好<坏＝X坏 是不懂管理者 

三利的质量理念：高质量的产品是高素质的人干出来

的；不合格的产品是不合格的人干出来的。 

三利为人做事的原则：感情、关系、面子是成就事业的

大敌。只有自我增加工作压力，才能缓解自身经济压力。为

钱而钱的人永远挣不了大钱。 

三利的服务理念：用户永远是对的，他们的意见就是我

们应该做的，我们只有照办的义务，没有推诿的权利；让用

户 100% 的满意，让 100% 的用户满意。 

三利的人才观和用人标准：思想品质好，事业心强，有

能力。 

（三）参与职教的条件、沿革 

青岛三利集团先后与青岛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材料与能

源学院、青岛职业技术学院、日照农业学校、石家庄理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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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院等各高校深入开展校企合作。 

    

    
图 1  企业厂区及车间 

二、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具体做法 

（一）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青岛三利集团与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签署合作协议，共同

开展学徒制试点。企业和学院双方明确职责分工、权利义务，整

合相关资源，为现代学徒制试点搭建平台，构建了开展现代学徒

制共同培养人才的系统化架构，并参与学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

制定。 

1.共建“三双一体化”育人机制，实现校企协同育人 

实施双身份管理、双场所教学、双导师育人，企业与学校构

建一体化培养方案、课程内容、教材、师资队伍、实训场地和考

核标准，形成“三双一体化”育人机制，如图 2所示。 



 

图 2  “三双一体化”的现代学徒制育人机制 

2.共同定位人才培养目标 

企业与学校共同调查研究，重新定位数控技术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培养面向现代装备制造行业高端数控机床领域，适应企业

生产一线建设、管理、服务需要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具备高端数控

设备的操作、工艺编程、安装与调试、维护、售后服务与管理能

力，熟悉“互联网+制造”服务模式，认同企业文化，具有机、

电、控、管综合能力的企业一线的高端数控技术技能人才。 

   

图 3  企业参与研讨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3.共同确定招生招工方式 

企业与学校共同确定商讨现代学徒制试点班招生招工方式，

由学校负责组织学生报名，然后再由企业与学校共同进行面试和

筛选，在面试过程中以企业为主导，对面试录取的学生安排至企

业进行基层岗位训练，再次进行淘汰、筛选后，最后再由企业与

学生、学院三方共同签订学徒培养合作协议。确保学生权益不受

损害并保护企业、学院、学生的共同利益，明确各自的权利、职

责与义务。 

 
图 4  数控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运行模式 

  

图 5  企业入校参与现代学徒制宣讲 

 



表 1企业提供的培养岗位 

岗位 培养人数 培养目标 

机加工 5-10人 熟练掌握数控编程及绘图软件。 

模具加工 5-10人 熟悉模具的设计开发需求，了解机械加工原理。 

数控加工 5-10人 能独立操作大型数控机床，并具备数据编程的能力 

工艺员 2-3人 熟练掌握绘图软件，有机械加工经验。 

质检员 2-3人 会看图纸，会使用量具。 

技术支持 2-3人 具备 CAD制图能力，独立设计产品售前方案 

机械开发 2-3人 能熟练运用三维绘图软件，并具备一定的机械结构设计能力 

机械设计 2-3人 独立完设备机械结构的设计工作，并具备创新、开发能力 

 

4.共同创新实践“产教融合、四段进阶、知行合一”人才培

养模式 

企业积极参与学校人才培养的研讨，针对青岛三利集团的数

控技术岗位要求，共同确定人才所需的知识、能力、素质培养规

格，创新实践“产教融合、四段进阶、知行合一”人才培养模式。

企业与学校共同研究制定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确定相应的教学

内容和合作形式，改革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和学生考核办法，将学

生工作业绩和师傅评价纳入学生学业评价标准。 

 “产教融合”是指以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为培养目标，将

职业素养融入人才方案，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相融合。以“双

师”型教师为培养目标，加强教学团队建设，实现专业教师与能

工巧匠相融合。以“做、学、教合一”为主要教学模式，开展专

业基础课教学，实现理论教学与技能培训相融合。以校企合作为



构建课程体系的平台，实际产品为项目，采用工作过程导向教学

法，构建模块化的课程体系，实现教学内容与工作任务相融合。

以职业能力为主要评价标准，采用企业(行业)、学校、学生(家

长)三方多元评价体系，实现能力考核与技能鉴定相融合。以校

园文化为基础，实验实训室引入企业文化，实现校园文化与企业

文化相融合。“四段进阶”是指将职业岗位能力培养按照进阶规

律分为四个层次：职业基础能力培养→职业核心能力培养→职业

综合能力培养→职业能力提升；“知行合一”是指学生在学校知

识能力与在企业行动能力的有机统一。基于人才需求分析，确定

专业培养目标、基于职业分析，以典型工作序列为职业能力训练

体系，构建专业课程体系，落实专业培养目标，基于工作分析，

以典型工作任务为中心组合知识、技能和态度确立课程内容，将

专业培养目标分解，在课程中落实职业能力目标，基于任务分析，

选择载体、重构知识点，基于真实的工作过程落实学中做、做中

创，在教学中落实能力培养。 



 

图 6  “产教融合、四段进阶、知行合一”人才培养模式 

5.共同制订教学方案 

青岛三利集团与学校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探索与构建

“校企一体、四双驱动”的教学实施体系，即“双身份、双导师、

双环境、双评价考核”，来保障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

学生同时具有“学生”“学徒”双重身份，接受学校和企业的双

重管理；在教学中，形成校内专任教师和企业师傅的“双导师”

制（如表 2所示），教师全程跟踪，师傅密切配合；在学校、企

业“双环境”中交替学习；学校和企业共同建立教学质量监控体

系，围绕企业学徒晋级标准、职业资格标准， 建立指标体系， 形

成校企共同参与的“双评价考核”模式。 

 

 

 



表 2  现代学徒制试点班级“双导师”安排情况表 

序号 学生姓名 企业师傅 学校教师 

一组 于帅、高辉、王明林、刘睿洲 车红兵 段晶莹 

二组 孟哲、周胜利、侯镇洁、杨锡凤 谢雄 史家迎 

三组 艾运琪、王宝硕、孙俊、杨志浩 张延吉 刘文超 

四组 李宗凯、张淑欣、孟强、吴炅 武光辉 王栋臣 

五组 王玉亭、李开宣、杨贵春、郑辉 丁  蓉 李传波 

六组 张进、耿祥瑞、崔继伟、赵兴 杜洪月 焦莹莹 

七组 陈硕、王志烨、李虎、梁承志 杨洪海 李辉 

八组 杨润祥、范伟、梁洪生、林宗鑫 刘中凯 潘强 

九组 赵勇、李志伟、蒋万杰、石延超 曹文斌 谭桂玲 

十组 孙祥东、赵帅、王金童、徐文峰 麻治勇 刘志通 

 

  

图 7  现代学徒制班拜师仪式 

（二）共同开发课程实习实训项目 

表 3  数控技术专业实习实训项目统计表 

课程 1：数控车削实训 任课教师：王栋臣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时间 实施地点 班级 

1 活塞轴加工 2018 年 3 月 数控车实训场地 D16K4 

2 CF-11 传动轴加工 2018 年 3 月 数控车实训场地 D16K4 

3 JA-02 联动轴加工 2018 年 3 月 数控车实训场地 D16K4 

课程 2：数控铣削实训 任课教师：潘强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时间 实施地点 班级 

1 定位台板加工 2018 年 4 月 数控铣实训场地 D16K4 

2 支承板加工 2018 年 4 月 数控铣实训场地 D16K4 

3 方形盖板加工 2018 年 4 月 数控铣实训场地 D16K4 

4 液压管连接装置垫

板加工 

2018 年 4 月 数控铣实训场地 D16K4 

5 模具型腔加工 2018 年 4 月 数控铣实训场地 D16K4 

三、资源投入 

（一）经费投入 

为鼓励全员参加培训，建立培训专项资金。2018 年全年，

为新员工开展包括企业文化、专业知识、通用能力等培训的费用

21 万，为现代学徒制班企业认知实训、轮岗实训，投入的住宿

费、耗材费、生活补贴等经费 32万。 



 
    图 8   现代学徒制试点班企业认知实训 

 
图 9  现代学徒制试点班岗前拓展训练 

  
图 10  企业师傅校内授课 

   

   图 11  企业领导为学员授服仪式 



（二）人力投入 

青岛三利集团通过企业文化，培养全方位人才。三利的宗旨

是要想自己满意，先让别人满意。鼓励员工通过与供应商交流多

种形式进行知识学习提升，集团各厂区之间经常组织参观交流学

习及跨部门的学习交流，开阔员工眼界，使员工综合能力得到提

高。为更好地优化现有人员结构，加大新进员工培养力度，集团

选拔优秀的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一线技术能手担任现代学徒制

班级学生师傅，为学生进行专门的技术技能指导。 

    
图 12  企业师傅指导学生实习 

（三）物力投入 

青岛三利集团与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合作期间，一方面为

了让学生体验企业实际产品从研发到生产加工的全过程，精心安

排学生轮岗实习，并与学校一起共同培养合格毕业生，并解决学

生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与学校建立教师工作站、学生顶岗实习基

地。调整生产工作岗位，为实践的教师和学生提供真实岗位，使

他们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学到真知实学。 



  

图 13  企业为教师提供实习岗位 

四、人才培养成效 

（一）助推企业职工队伍建设 

2018年学校现代学徒制试点班共有 40名学生进入集团企业

参与顶岗实习工作，从事机加工、设备维护、质检等工作，在一

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技术技能人才短缺的问题。 

（二）企业效益提高 

校企合作开展以来，集团无论从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都得

到了稳步提升。 

1.通过校企合作现代学徒制培养，学生可以直接到企业就

业，缩短了集团内部员工再培训周期，降低了人工培训费用，同

时，毕业学生进入集团后即可在最短时间内为企业创造效益。 

2.通过校企合作现代学徒制培养，学生进入企业后，熟悉企

业的安全管理、行为规范和各项标准，降低了企业新员工安全事

故的发生率，从而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3.通过校企合作现代学徒制培养，借助学校在区域内行业、

企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扩大了企业的社会知名度，提高了本公

司的社会效应，从而带动了经济效益的提升。 

五、问题与展望 

1.政策方面不够健全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实施过程中，学校和企业是主体参与 

方；政府和行业是推进和协调方；学生是利益受惠方。不难理 

解只有多方互惠联动，才能真正实现良好运转，形成长效机制。 

政府尽管发布了相关指导性文件，但还缺乏具体的操作实施细 

则，导致各方参与存在盲点，在摸索中慢性。 

2.学生参与不够稳定 

由于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采用先招生后招工的模式，在学生

入校前对这种创新的培养模式了解不够，因此参与的积极性不

高。在进入学徒制试点班成为准员工后，当技术得到提升时，一

些学生（学徒）会跳槽辞职，由于三方协议对学生（学徒）的约

束力不强，这种不稳定因素会给校企合作带来不良影响，同时也

给企业带来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