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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工匠进校园活动——2021 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卢仁峰指导学生实训 

    包头机械工业职业学校是服务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现代装备制造产业的

一所工科类中等职业学校。学校设有数控技术应用、工业机器人、机电一体化、焊

接技术应用、物联网与 3D打印技术五大类 16个专业，在校生 2300 人。学校秉承

“赏识教育，多元育人”理念和“知行合一，明德强技”校训，坚持“服务发展、

促进就业”的办学导向，紧紧围绕产业发展办专业，深化校企合作育人才，不断增

强中职教育适应性，探索形成了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5543 人才培养模式”，建立

完善了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机制；共建“1+N”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共建“技能大师

工作室”，提升“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水平；发挥产教融合生产性实训基地“产

学研赛训”功能，加强人文修养、职业素养和工匠精神培养，全面提升了学校的人

才培养质量和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 

    推进“5个发展阶段” 

    一是组建“职教集团”，拓宽人才培养平台。学校在自治区率先组建了由

中职学校牵头，政、企、校 48个单位加盟的“包头机械工业职业教育集团”，制

定了《职教集团章程》和《专业建设委员会章程》，建立了校企合作、院校衔接、

校政融合的机制。学校先后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以下简称

“一机集团”）、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等 30余家

专业对口企业建立了校企合作关系，开展技能培养和师资培训。 

    二是推进“现代学徒制”试点，共建生产实训基地。开展“企中校”“校

中企”合作。学校与一机集团人力资源部和一机集团瑞特精密工模具有限公司签订

了《战略合作协议》，在瑞特公司建成了占地 1000 平方米的集生产、教学和技能

大师工作区域于一体的“现代学徒制实训基地”，机加数控、焊接技术专业与企业



进行了深度对接。学校与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在该企业建立了占地

2000 平方米的“北奔重型汽车现代学徒制实训基地”，同时在学校建立了“北奔重

型汽车大部件拆装实训基地”，在对接产业发展、调整专业结构、深化校企合作协

同育人方面作了积极探索。 

    三是建立现代职业学校制度，深化校企合作机制。学校建立了现代职业学

校制度，成立理事会，完善了学校治理结构，提升了学校治理水平，增强了依法治

校和调适外部环境的能力与活力。每年举办一次集团化办学年会、理事会议及专家

委员会议，总结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经验，发挥集团成员的主体作用。 

    四是探索“1+N”合作模式，促进智能制造专业建设。学校以“国家产教

融合实训基地”建设项目为依托，积极寻求合作伙伴，采取“1+N”合作模式，引

进企业资金、项目、设备、技术等资源支持，建成“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基

地”“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集训基地”“上海通用 AYEC 汽车实训基地”“中德智能

制造（工业 4.0）实训基地”“海尔物联网学院”等 12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搭建

人才培养技术平台，实现了实训基地建设与专业建设同步推进，促进了传统专业向

智能制造专业转型升级。 

    五是共建“三线一平台”实训基地，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自 2019 年

开始，依托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国家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校与一机集团瑞特公

司深度合作，建立了“智能制造产教融合生产性实训基地”的“三线一平台”。

“三线”即以数控技术、工业机器人和焊接技术实训基地为依托，融入企业技术、

生产、文化和人力资源，建成“数控技术生产线”“工业机器人生产线”和“焊接

技术生产线”实训基地；“一平台”是以学校“中德创新创客实训基地”为依托建

成的“智能制造专业公共实训平台”。“三线一平台”旨在通过“引企入教”模式

改革，开展校企“双元”育人改革与创新实践探索，深化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

接、教学内容与岗位标准对接、课堂与车间对接、教师与师傅对接，推进产教融合

发展，提升专业建设和校企合作育人水平。  

    实施“5项内容” 

    一是共建生产实训基地。学校与一机集团等企业建立了 10 个“现代学徒

制试点”实训基地，实现了数控技术应用、汽车制造与检测、机电技术应用、焊接

技术应用、工业机器人等加工制造类专业校企合作全覆盖。一机集团林峰公司投资

2000 万元设施设备，与学校共建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形成了“厂校合一”“产学

一体”的办学模式。 

    二是共建技能大师（名师）工作室。本着“不为所有，但为所用”的原

则，学校聘请了一机集团焊接大师卢仁峰、机械加工技术专家宋殿琛、装配钳工技

术大师张学海、数控技术大师赵晶等 35位国家技能大师、能工巧匠和专家学者为

学校特聘专家，建立了“技能大师工作室”，形成了国家技能大师、高校专家学者

和本校名师“三合一”的师资团队，提升了“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水平。 

    三是共建校企文化育人环境。充分发挥包头兵工企业文化的独特资源优

势，开展以厂史厂情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围绕“弘扬工匠精神、展

现技能风采”主题，组织开展“师生进企业、工匠进课堂、企业文化进校园”活

动，营造兵工文化、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有机融合的多元文化育人环境，加强对学



生职业理想、职业素养和工匠精神的培养，让“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业伟大”

的时代风尚成为校企文化深度融合的主旋律。在教学和生产环节中潜移默化地渗透

思政教育，推进“校企合作协同育人”。  

    四是共建“招生即招工、校企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学校与瑞特

汽车集团、徐工集团内蒙古华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奇瑞汽车集团等企业合作开展

订单式人才培养，有 300 余名学员成为企业的骨干技术人才。 

    五是共建军地两用人才“双培养双转换机制”。学校发挥“包头军分区兵

员培养基地”“自治区退役士兵培训基地”的作用，创新国防教育与德育相融合的

育人模式，建立了“双培养双转换机制”。为部队输送有专业、懂技术的优质兵

员，把中职生培养转化成有国防情结和军事素质、作风优良的军人；同时通过组织

技术技能培训，把退役士兵培养转化成有职业素养和专业特长的优秀技术技能人

才，为促进军民融合、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创新“4种合作模式” 

    一是创新“引企入校”“引校入企”产学研一体化办学模式。“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5543’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被评为国家教育部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典型案例，学校完成国家课题 7个、自治区级课题 8个，编撰校本教材 22部，出

版了“职业院校现代化建设研究成果丛书”《现代职业学校典型工作与活动案例》

和《现代职业学校办学思想、实践探索与研究成果》。 

    二是创新“中高企”一体化育人模式。学校与包头职业技术学院等 8 所高

职院校和 15 家企业开展“中高企”一体化人才培养，坚持中职学校类型性和基础

性办学定位，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贯通中高职一体化升学通道，为高职院校培

养输送 6000 余名优秀生源。 

    三是创新军民融合新模式。学校创建了自治区首个“兵员培养选拔基

地”，为国防建设培养和输送有专业、懂技术、高素质的优质兵员。为部队培养输

送 100 余名优秀士兵，培训军地两用人才 600 余名。 

    四是创新技能培训和服务社会新模式。学校坚持社会培训和继续教育多层

次办学形式，为退役士兵、企业员工和农牧民提供多样化、高层次的培训服务，每

年完成继续教育和社会培训近 2000 人次。 

    形成“3项制度” 

    建立完善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机制，推进形成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

人“3项制度”。一是组建“包头机械工业职业教育集团”，搭建校企合作、中高

（职）衔接的育人平台；二是组建由国家技能大师、高校专家团队和学校骨干教师

组成的结构多元、优势互补的“三合一”师资队伍；三是建立“政企校”“中高

企”多元合作机制，完善“调适外部环境、优化多元育人”的现代职业学校治理结

构，提升学校治理水平。 

    各方协作工作显成效 

    一是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学校参加各级各类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成绩

在自治区名列前茅，获得全国技能大赛三等奖以上奖项 21 项（含自治区学校获得



的 3 项国赛一等奖中的 2项）、自治区级奖项 162 项（含一等奖 52 项），学生升

学率、就业率、稳定率分别达到 98%、97%、90%，学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

力显著增强。通过“中高企”贯通培养，培养出蔡春波、高磊等一批“全国技术能

手”和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昨天的“校园小工匠”成为今天的“大国工

匠”。 

    二是“双师型”教师队伍成长迅速。学校“双师型”教师占比达到 65%，4

名教师获评“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5名教师获评“自治区草

原英才”“自治区专业带头人”。 

    三是教科研成果突出。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多元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

践”荣获 2018 年全国职业院校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中职学校产业链型‘四维对

接’的智能制造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荣获 2022 年自治区职业教育教

学成果奖一等奖。 

    四是示范引领作用彰显。学校获得“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全国中等

职业学校德育工作先进集体”等 30余项荣誉，学校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国

防教育》等主流媒体刊发办学经验宣传稿近百篇，学校办学质量和影响力显著增

强。 

    （杜俊 郝艮虎 周一凡 王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