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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化工专业博士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化工专业博士团
队在企业现场研讨装置工艺优化方案队在企业现场研讨装置工艺优化方案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师生团队在余东村开发与推广非遗手工艺研学课程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师生团队在余东村开发与推广非遗手工艺研学课程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助力共同富裕贡献高校力量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助力共同富裕贡献高校力量

校地合作结硕果校地合作结硕果 文化赋能经济发展文化赋能经济发展
秦正长秦正长

五月的杭州，莺飞草长，钱塘
江畔浙江艺术职业学院（以下简称
浙艺）校园里，师生们正在为一年
一度的浙艺金鹄电影节紧张地忙
碌着。

一所高校与一座古镇
的文化碰撞

2018 年，“第一届浙艺金鹄电
影节暨原创影像大赛”点燃浙艺师
生的青春梦想。2020 年，一所高
校与一座古镇，以文化的名义，碰
撞出璀璨的火花。这一年，浙艺举
办“第三届浙艺金鹄电影节暨原创
影像大赛”，并牵手瓶窑古镇共同
探索校地合作、文旅融合，在瓶窑
电影院、老街展出来自包括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在内
的 190 所高校 838 件参赛作品。
电影节持续 29 天，共设置有短片、
剧本、摄影、短视频、项目孵化、工
程设计六大竞赛单元，累计举办高
质量座谈17场次。

金鹄电影节引爆了瓶窑古镇
厚重的文化基因，焕发出勃勃的生
机。去年，两地再度携手，以“讲美
丽中国故事，绘共同富裕画卷”为
主题，共同举办了“第四届浙艺金
鹄电影节暨原创影像大赛”。为进
一步深化校地合作，此次在主竞赛
单元基础上设置全新特色“瓶窑专
题”展示单元。瓶窑镇摄影协会的
影视爱好者、浙艺影视学子以“游
在瓶窑、吃在瓶窑、住在瓶窑”为创
作背景，历时 7 个月倾力制作，共
同打造 131 件瓶窑主题摄影、短视
频作品、灯光秀和声音设计作品。
瓶窑人民、高校学子双向视角，真
实记录瓶窑镇乡村振兴、人民幸福
生活的繁荣景象，以文化聚民心，
谱写共富密码。

金鹄电影节同瓶窑合作以来，
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地方搭平台，
高校引项目，密切合作影响力不断

提升。以项目为驱动，深化校地合
作，引发业内的广泛关注。有经济
界人士认为，校地合作能促进高校
成果转化，实现产学研结合，能把
高校最新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地
方经济发展的新项目；同时，通过
高校的文化技术储备，联合地方企
业攻克当前行业和区域面临的关
键性技术难题，能有力支撑地方企
业的可持续发展。

校地合作推动经济发展

事实上，近年来浙艺不断创新
校地合作模式。

去年 7 月，浙艺与衢州市柯城
区战略合作签约，为打造山区 26
县高质量发展的标杆样板，推动共
同富裕，开启校地合作新篇章。

浙艺充分发挥高校人才资源
和专业优势，组织两支由民族传统
技艺、文化创意与策划专业组成的
教师团队，入驻柯城区余东村和妙
源村，深入调研。学校师生团队在
余东村开发与推广非遗手工艺研
学课程，在妙源村打造“大地博物
馆”和“乡村会客厅”，精准发力，助
力乡村文化的迭代升级。

余东村项目组师生将研发的
具有农民画元素的木刻版画、扎
染、剪纸、编织等非遗研学课程，传
授给当地农户，让农户在家就能为
游客开设非遗研学课程。此举为
余东乡村旅游带去研学新项目，为
余东农民画增添非遗技艺的新元
素，为农民增收提供新途径。妙源
村项目组师生针对妙源村的国家
级非遗立春项目，按照“微改造、精
提升”的要求，打造了“大地博物
馆”和“乡村会客厅”项目，校地合
作结出累累硕果。

浙艺勇当“校地合作”先行者，
给当地乡村带来了发展的新动力。

去年 12 月，浙艺·柯城校地合
作成果展暨余东农民画展登陆杭
城。该展生动地展现了浙艺在浙
江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争创农业
农村现代化先行省征程中，与衢州
市柯城区校地合作成果，以及余东
村独树一帜的农民画作。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展览吸引了省市行
业领导以及众多业内人士到场观
展。

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领导参

观后给予了高度评价。余东农民
画色彩绚丽，风格独特，展示了余
东村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
景。浙艺勇担“校地合作先行者”，
为柯城区注入高校力量，共同奏响
美美与共的乡村乐曲，谱写了乡村
振兴的大美篇章。

浙江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院长王建明一直关注浙江经济领
域的文化现象。在他看来，浙艺与
衢州市柯城区战略合作，校地双方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协同推进乡村
文化基因的解码、转化与利用，共
谋共建当地文化地标，推动未来乡
村建设上台阶，开启了校地合作新
篇章。这种校企合作模式有利于
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实现“校地
合作、产学研高度融合”，推进高校

“双高”建设。活泼生动、丰富多彩
的实践教学，引导学生将论文写在
田间地头，把技能带到百姓家中，
对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引导学生适
应社会、促进学生成才就业，具有
重大意义。

校地合作是校地共赢发展的
新模式，可以使学校和地方的建设

协同发展，培养学生自主创业和促
进学生适应社会的有效方式，既能
促进高校持续稳定发展，也能促进
地方经济建设。

“文化+引领”
助力区域产业发展

浙艺是全国唯一一所入选“双
高计划”的综合性高职艺术院校，
办学近 70 年来，培养了大批文化
艺术专门人才。学校是浙江省文
明单位，也是全国文化艺术职业教
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
位、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副会长
单位。学校办学特色鲜明，教学水
平较高，人才培养质量优异，在全
国同类院校中处于领先地位，是唯
一一家连续三届获国家级教学成
果奖的高职艺术院校，是《职业教
育专业目录（2021）》表演艺术专
业目录和配套专业简介、教学标准
拟制工作的总领衔单位。

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承“大
文化视野、特色化办学”理念，坚持
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
展道路，努力助推浙江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和新时代文
化高地建设。据浙艺院长、党委副
书记黄杭娟介绍，学校一直积极参
与服务基层文化建设，拓展综合艺
术院校社会服务职能，常年为全省
农村文化礼堂开展“菜单式”配送
服务，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戏
曲进校园”等活动，与专业院团、知
名企业、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协议。
落实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面向全
省开展乡镇文化员定向培养工作，
连续招生五届，共计 243 人，毕业
生很好地胜任乡镇文化员岗位，有
效缓解了各地基层文化人才队伍
不足、不稳、不专的问题。自 2007
年以来，累计开展文艺人才培训班
434 期，培训 32047 人，是全国基
层文化队伍培训基地、全国文化干
部培训基地、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基地、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群研修研习培训单位。

当下，在国家推进文化强国建
设，文化和旅游融合、职业教育改
革发展、教育国际化的宏大语境
中，浙艺主动把握机遇，迎接挑战，
创新发展，在“文化+引领”为区域
产业发展增添新动能的道路上，越
走越远。

去年，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牵手瓶窑古镇举办“第四届浙艺金鹄电影节暨原创影像大赛”。去年，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牵手瓶窑古镇举办“第四届浙艺金鹄电影节暨原创影像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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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成就
一场双向奔赴的信任

“仅用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石
油树脂生产工艺路线优化，使当时
趋于停滞状态的公司重新运转，实
现一年扭亏为盈，产值三年翻番。”
回忆起十七年前带领团队组建化工
研究所，为恒河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开展技术改革，宁职院化学工
程学院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群国家名
师孙向东教授依旧心潮澎湃。

高度契合的需求是成功合作

的关键，一场双向奔赴的深度合作
就此延续。这些年来，校企双方以
突破关键技术壁垒为核心竞争力，
获得 45 项发明专利，协同创新研
发了 20 余个石油树脂新产品，突
破国外技术封锁和市场垄断，推动
国家乙烯副产物综合利用行业的
高质量发展。目前，恒河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年产值已逾 70 亿
元，其产品石油树脂被工信部认定
为“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

从起初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到
不断协同创新积累行业经验，该校
化学工程学院不断深入思考产业
逻辑、岗位逻辑与专业逻辑之间的
内在关联。为了培养贴合行业发
展的高素质高技能的复合化工人
才，学院打破专业壁垒，组建了以
化工专业为引领的专业群建设格
局。2019 年，宁职院入选中国特
色高水平高职学校，该专业群同时
入选国家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
学校事业发展迈向新征程。

在校企协同育人过程中，学院

鼓励教师深入企业开展“生产线上
科研”，解决行业企业关键问题，锻
造了一支善育人、能教学、会研发
的高水平、结构化“双师”教学队
伍，并入选“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学
创新团队”和“首批浙江省高校黄
大年式教师团队”。

其中，担任宁波维科电池有限
公司技术顾问的颜雪冬博士承担
了“宁波市 2025 重大攻关”项目，
带领团队攻克锂离子电池关键技
术，研发成果被企业采用并新增销
售额上亿元，并获得宁波市“科技
追梦人”荣誉称号。沃燕波博士担
任阿里生物技术泰州有限公司研
发副总工程师，开发低成本多功能
特定蛋白检测智能 POCT 分析仪
及配套试剂，并成功入选中国医药
城“113 医药人才特别计划”高层
次创新创业人才。

提质培优
一种“双元”育人的培养共识

随着产教融合的持续深入推
进，学校就业质量捷报频传——毕
业生就业质量各项指标超全省平
均水平，初次就业率达 98%，用人
单位满意度保持在94%以上，留甬
就业率达 60%。值得一提的是化

学工程学院与中石化镇海炼化、恒
河材料等公司联合培养的学生，入
职后迅速成长为企业骨干，年薪达
20万元以上。

从人才培养的视角来看，促进
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的实践
同样影响深远。作为教育部首批
现代学徒制试点学校，宁职院逐渐
探索形成“素能融合、专创融合、书
证融合、数教融合、学研融合、赛教
融合”的“六融合”人才培养模式。
例如，化学工程学院发挥企业技术
创新项目的教学功能，将项目转化
为教学载体，创新“研训结合”人才
培养模式。通过共同制定与完善
人才培养方案、融入行业标准的课
程标准，共同开发专业核心课程，
共同建设先进实训基地，共建共享
教育教学信息化资源，共同完成核
心课程教学等，实现了人才与资源
的有效流动与融合。

这是一场教学、科研、生产互

促互融的教学实践，在涌现了一大
批教研、生产成果的同时，也激发
了学生在实训项目中的创新潜
能。近三年，仅化学工程学院师生
就合作获得专利授权 27 项，其中
发明专利 11 件。2020 年以来，宁
职院学生在省部级及以上各类技
能竞赛中获奖 264 项，其中国家级
奖项33项。

为了加强宁波地区优质人力
资源的供给，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还
联合海天集团、吉利汽车、宁波舟
山港、中华纸业等大型企业，开展

“双元制”“订单式”员工继续教育
与在职人员技能培训项目，并与亚
洲最大的注塑机生产基地海天塑
机集团合作共建“海天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成为校企共建的智能制
造领域专业人才培训基地。

一项项改革创新相互配合，相
互促进，相得益彰，形成了较为完
善的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体系，并产
生共振叠加的实际效果，使得学校
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领域迸发出
澎湃活力。

力量支撑
一份服务战略的长久事业

如今，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浙江自贸试验区等重大战略打
开了宁波这座城市进一步发展的
空间，而这背后也意味着对在甬高
校聚焦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教育成
果和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的贡献度有了更高要求。

为此，宁职院主动对接北仑
区、宁波港、杭州湾南翼经济圈的
临港现代制造业和港口后服务业
转型升级需求，创新校企开放共赢
的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围绕新兴产
业发展组建人工智能专业群，将产
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融入
专业；适应产业转型需求，升级国
际语言类、建筑类和文化艺术类专
业群；聚焦区域高端产业和产业高
端，推进阳明学院、中德学院两个
教学试验区改革，成为余姚地区人
才培养高地。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适应区域
万亿级绿色石化产业发展需求及宁
波市“246”产业集群发展需求，学校
重点打造以应用化工技术为引领的
绿色化工和以模具设计制造为引领
的智能制造两个国家级高水平专业
群。通过牵头教育部示范性职业教
育集团（联盟）培育单位——宁波市
智能制造职教集团，围绕“产业链”
打造“人才链”、提升“创新链”，使学
校的既有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也促
进企业行业的专业资源得到最大发
挥，二者互惠互利互补。

融港链天下、荟智育匠才。近
年来，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肩负服务
支撑国家和省重大发展战略的时
代重任，把握产教融合的发展命
脉，服务区域提质，成为了推动产
业升级过程中的重要“军师”。与
经济社会、产业结构、城市生态同
频共振，助推宁波建设世界一流强
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为浙江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
献宁职力量。

在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校企合作名单中，有一位连续合作了

十七年的“老搭档”：2005年，亟需技术创新来突破生产现状的恒

河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叩开了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大门。自

此，校企互相依赖、互相成就，成为利益和命运的共同体。

十余年来，热火朝天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景象欣欣向荣——

学校联合行业企业共建了包含2个国家级、4个省级在内的11个

“技能大师工作室”，打造了“数字工匠示范学院”“跨境供应链数

智发展产业学院”“海天智能装备产业学院”“博地影视产业学院”

等产业学院⋯⋯

当前，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当口，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宁波建设国家产教融合型试点城市的践

行者，积极组建面向产业发展的专业群，参与城市产业基础高级

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以校企“双主体”协同育人机制与产教

融合为突破口，构筑地方离不开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彰显

职业教育作为。

（图片由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提供）（图片由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提供）教师指导学生开展乙醇精馏实训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