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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2月 25日 

需求导向  协同创新  
构建水产养殖技术专业群产教融合发展机制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校长 苏海勇

现
代
高
等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网



 2

目  录
CONTENTS

服务战略、对接产业，锚定学校发展方向02

校企联合推进三教改革，完善协同育人机制04
05 校企协同开展技术研发，探索协同创新机制

搭建平台、整合资源，构建协同发展机制03

学校概况01

现
代
高
等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网



 3

学校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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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才培养
水平评估优秀

全国高校就业50强
1998

2004

2008

2012 2015

2019

山东省第一所
高等职业院校

国家示范性
高等职业院校

全国首批现代
学徒制试点单位

中国特色高水平
高职学校（B档）

一、学校概况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是1998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山东省第一所高等职业院校，突出“耕海

精钢”特色，开设海洋技术系等15个系部、招生专业54个，全日制在校生17000余人。是中

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30强、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全国优质高职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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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概况

2021年9月25日，山东省教育厅与日照市人民政府签署“共建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推动产

教城一体化发展”合作备忘录，决定省市共建我校，提出了“将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打造成为新

时代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样板和标杆”的目标，为学校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重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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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概况

为进一步拓展办学空间，改善办学条件，2022年，日照市委市
政府为学校新划拨1005亩土地，高标准建设智慧化新校区，计
划今年一期建成正式投入使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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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战略、对接产业
锚定学校发展方向

现
代
高
等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网



 8

二、服务战略，对接产业，锚定学校发展方向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时指出，要“发挥海

洋资源丰富的得天独厚优势，经略海洋、向海图强，打造世界

级海洋港口群，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

山
东
省

l 海岸线长3505公里、约占全国的1/6

l 毗邻海域面积15.86万平方公里、与陆域面积相当

l 2023年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7万亿元，居全国第二位

日
照
市

l 地处沿海主轴线中段、山东半岛南翼

l 环黄渤海经济圈、环太平洋经济圈和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结合部

l 因港而立、向海而生，日照港货物吞吐量位居全国第六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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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战略，对接产业，锚定学校发展方向

日
照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l 日照市唯一市属公办高等院校

l 鲁南地区唯一“双高”学校

l 以“耕海精钢”为主要特色

l 紧密对接区域产业设置专业群，以海洋技术、钢铁

智能冶金等临海涉港专业群为龙头，新能源汽车、

电子信息、文化创意、智能建造、文化旅游、会计、

经贸等专业群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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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战略，对接产业，锚定学校发展方向

国家大力推进“海上牧场”“蓝色粮仓”建设，我国海水养殖产量连续35年保持全球首位，山东省水产品

年产量连续20年居全国首位，日照市的海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入选了山东省“十强”产业“雁阵型”集群。

在原有水产养殖技术国家高水平专业群基础上，

对接海洋捕捞、水产养殖、生产加工、冷储物流、

市场销售等海洋渔业产业链，外部对接“海洋强

国”等国家战略与产业升级需求，内部打破专业

壁垒、强化协同育人，建成新的水产养殖技术专

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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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平台、整合资源
构建协同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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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搭建平台、整合资源，构建协同发展机制

l 联合山东海洋现代渔业有限公司、中国海洋大学等企业和高校，牵头建

设全国现代海洋渔业与生物资源利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依据海产品

精深加工与生物利用产业链对人才的要求，将产业应用的工艺、技术融

入教学实践，联合开发教学资源，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深入推进校

企协同育人，联合打造科研攻关团队，解决企业实际面临的生产性和技

术性难题。

l 与山东港口日照港集团、中国海洋大学合作建设山东现代海洋行业产教

融合共同体，面向海洋渔业、海洋食品、海洋生物医药、海洋装备、海

洋旅游等产业，促进技术创新服务企业转型升级，推进合作办学，合作

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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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搭建平台、整合资源，构建协同发展机制

l 与日照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山东元泰生物等合作共建生物技术产业学院，

联合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

l 与区域重点企业合作，共建智慧化养殖教学工厂、智慧海洋渔业教学中

心、海洋生物资源利用创新工坊等实践教学基地，服务实践教学、技术

服务、创新创业、科学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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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搭建平台、整合资源，构建协同发展机制

l 构建“国家-省-市-校”四级科研创新平台，建成国家协同创新中心、省

工程研究中心等7个省级及以上技术技能平台。

l 校企合作建成山东省首批基层渔技人员高质量培训基地。

l 依托日照市产教融合信息平台，打造“云端会客厅”，与企业实现信息

互通、供需对接。

现
代
高
等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网



 15

校企联合推进三教改革
完善协同育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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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企联合推进三教改革，完善协同育人机制

  全国唯一水产领域专业教学资源库

  全国唯一渔业类国家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全国唯一海洋食品领域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全国唯一海洋食品领域国家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水产养殖技术

专业群

现
代
高
等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网



 17

l 解决“微观看不见、深海进不去、实训周期长”痛点难点

l 围绕“苗种选育－生态养殖－水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链，选

取难以在真实环境中实训的典型工作任务设计六大实训项目

l 学生通通过平台按生产流程、跨时空地域完成虚拟实训

l 将企业生产现场引入课堂，实现深海直播

l “海洋牧场”对接到国家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平台

四、校企联合推进三教改革，完善协同育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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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2人、国务院特贴专家2人

l 全国农业教学名师2人及省级教学名师3人、青年技能名师2人

l 博士学历教师21人，30%以上教师成为教育教学的名师大师、

行业企业的技术行家和政府机构的智库专家

四、校企联合推进三教改革，完善协同育人机制

l 国家级教学团队2个，省级教学团队3个、青创团队2个

l 名师大师工作室4个

l 高级职称教师占60%，双师型教师占比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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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牵头建设水产养殖技术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库

l 构建“学习圈”“渔业生产资源平台”“特色三馆”“一带一

路水产技术服务走廊”四大板块

l 建设各类资源2.2万条，开发在线课程27门

l 服务全国600余所院校、414家企业

l 2门课程上线国际版慕课平台

四、校企联合推进三教改革，完善协同育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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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企联合推进三教改革，完善协同育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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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协同开展技术研发
探索协同创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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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企协同开展技术研发，探索协同创新机制

l 科研成果推动沿海养殖业从海湾扇贝、到大菱鲆、再到半滑舌鳎和星斑川鲽

的三次转型升级

l 赵璐博士微藻减排与生物质利用新技术团队建立了186种262株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微藻种质库，开发出22项微藻系列产品，获得市委书记李在武批示

l 付宁教授团队带领学生，实现了澳洲淡水龙虾从东部沿海到新疆养殖零突破，

“东虾西移”技术援疆做法被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头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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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企协同开展技术研发，探索协同创新机制

l 周庆新博士团队围绕虾青素提取及相关产品开发领域，突破了天然

虾青素高效价定向转化制备、稳态化运载体系设计以及终端赋型制

品开发等关键技术，将虾青素提炼纯度提高到国际标准水平4.5 倍

l 成果在 20 余家企业应用，助推 2 家企业在新三板上市，3家企业转

型为海洋生物高科技企业，产生巨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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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企协同开展技术研发，探索协同创新机制

l 与日照市质量检验检测研究院合作，共建食品检测中心，双方人员互聘、业务共研、

人才共育，走出一条优势互补的合作共赢之路。

l 2022年山东省（残）运会期间，学校团队承担了气相色谱检验岗、液相色谱检验岗、

液质联用检验岗等6个岗位的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任务，完成检验400余样品，2500

余项次，获得主办方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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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将坚持“跳出教育看、围绕产业干”，紧跟国家战略和产

业发展需要，把国家大力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政策导向转

化为学校的生动实践，不断提升学校办学的需求适配度、服务

贡献度、社会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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