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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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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是科技局新
班子上任后走访的第一个单位。”河北省承
德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崔海涛清晰地记得，
去年他和局长苏艳华刚一上任，第一件事
就是来到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与该校
校长于立国、副校长鲍远通举行座谈会。

原来，在承德市科技局新班子上任伊
始，《国务院关于同意承德市建设国家可持
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批复》便摆在他
们案头。如何落实国务院有关精神，建设
好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成为
科技局乃至全市的头等大事。为此，他们
一同来到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问计”。

经过商议，双方一致提出，以河北石
油职业技术大学为依托，联合市内相关高
校和科研院所，共同组建承德可持续发展
研究院，针对制约承德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问题和产业短板，以及水源涵养能力、传
统产业转型、低碳绿色循环发展等关键问
题开展研究，并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前身为承德石
油高等专科学校，是原石油工业部直属9所
高校之一。先让时间退回到上世纪 90 年
代，当时，国家取消普通高校毕业生由国家

“包分配”，高校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进行
“双向选择”。但是，对于承德石油高专学
校，每年的招生计划由石油部门直接下达
到学校，毕业生也由石油部门“照单全收”，
全部安排就业。一时间出现许多高分考生
宁可放弃本科重点高校，也要争相报考承
德石油高专的局面。

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 2000 年。是
年，该校划归河北省管理，由中国石油天
然气公司与河北省共建。也是在这一年，
学校才第一次匆忙面向社会就业市场，新
设了两个非石油专业；第一次进行扩招，
招收石油相关专业 565 人，非石油相关专

业 469 人，招生规模扩大了两倍，年招生
首次突破千人。但此时，学校并没有真正
体会到就业压力，压根没有想过要根据市
场需求进行教学模式改革，也没有深入细
致思考过企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时任学校副校长的于立国陷入深思：
企业并不是不缺技术人才，但无论学校怎
么改革教学，培养出的人才总是离企业的
需要有那么一段差距；学校与企业间，总
存在那么一道无法弥补的“缝隙”。

“学校总是根据企业、行业当下的需
求去制订培养计划，等学生毕业时，要么企
业早已经完成转型升级，要么同类型人才
就业岗位已经饱和，人才培养总是比企业
急需‘慢半拍’。”当时，于立国认为，这正是

“企业缺人才，毕业生就业难”的根源。
“过去，我们一直强调要瞄准企业当下

需求培养人才，提出了‘零距离’‘无缝对
接’‘引厂入校’‘把课堂搬到车间’等理念
和做法。但学校的人才培养周期一般为
3—4 年，而当前行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周期
明显要短于学校的人才培养周期。”于立国
思考的是，如何根据地方产业布局、产业升
级规划同步调整专业布局、人才培养方案，
瞄准企业两三年、三四年之后急需的人才，
让人才培养比企业实际发展“快一步”。

“待到行业、企业大规模转型升级到
来时，所需人才也已经培养出来，正好对
行业企业雪中送炭，也避免了高校毕业生
的‘同质竞争’。”于立国说。秉持着这样
的理念，政府和学校合作，对标产业布局
培养人才便成为学校最关切的事。

送走了崔海涛一行，于立国和副校长
鲍远通召开了由教务处、科研处等部门参
加的另一个会议，会议逐项分析了承德市
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议题：在总结塞罕坝植
树造林经验基础上，开发节水造林、荒漠

化治理技术并在全市推广；开发绿色农林
产品标准化生产、加工技术及相关机械设
备，并投入项目资金，组织国内外高层次
专家研发技术，建设、扶持相关机械设备
生产企业；开发“互联网+智慧旅游”相
关技术，并投入资金、研发技术，扶持提
升当地旅游业⋯⋯

对于如何开发建设新专业、调整改造
旧专业、培养承德市可持续发展急需的相
关技术人才，于立国立即与教务、科研等
部门展开调查论证。

其实，类似这样的会议在河北石油职
业技术大学已经不是第一次。

2018年，承德市《新一代人工智能应用
与发展分析报告》出台，指出在装备制造、旅
游、农业、教育、医疗卫生、司法等诸多领域，
进行“1+N”大数据产业布局，因为在人工智
能产业向智能化跃升的过程中，由于企业对
信息化技术、人工智能缺乏了解，缺少必要的
技术支持和技术人才，已严重影响企业的转
型升级。据测算，在未来5到10年大数据产
业发展中，全市急需数据采集、数据清洗等专
业人才3万—4万人。

就在这一年，学校调整了相关专业的
设置，在计算机系增设了云计算技术与应
用、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等专业，在其他专
业增设了大数据等课程。调整后的第一
年，学校在云计算、大数据专业招生 100
人。今年，正值 2018 级专科生毕业，这
100名学生早在年初就已被一抢而空。

“专业布局调整与产业布局调整同步，
产业所需人才培养就能比产业相关企业先
行一步。”看到学校毕业生如此受欢迎，于立
国说，“当这些产业布局项目上马实施，企业
急需相关人才时，学校为企业量身培养的人
才正好能够满足企业需求直接上岗，这才是
真正实现了学校与企业的‘无缝对接’。”

先行一步，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无缝对接”

承德市众恒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已初
具规模的高科技公司。目前，该公司开发
的大型冶金企业金属冶炼“无人车间”技
术已经在内蒙古包头铝业等大型冶金企业
投入使用，年产值已达数千万元。

2017年，公司董事长卢希龙创建了承
德市众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当时，公司
只有他一人。学校选派仪器仪表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教师王冠群等人，带领 8 名学生
组成了技术团队，众恒公司出题，团队攻
关。

三年多来，团队攻克了“钢厂无人车
间控制系统”，已完成实验室试验和模拟
车间中试，目前正在山东和当地两家钢厂
进行生产现场试验，并已列入承德市可持
续发展计划，并获得 100 万元资金支持；

“铝厂无人车间控制系统”两台样机已在
包头铝厂完成终试，试运行一年也已到
期，厂家又一次性购买 5 套，目前正在生
产，年底交货，国内其他大型铝业公司也
表示要引入该系统，订单正在洽谈中，仅
此一项，众恒公司今年营收就达到 3000
多万元；“铝厂粉尘监测系统”也已完成
研制和中试，目前正在山东信发铝业进行
终试。据预测，上述 3 套系统完成终试
后，众恒科技公司年营收将突破亿元。

在系统研发工程中，教师们除了带领
学生直接参与研发外，还把整个研发过程
引入专业教学，让电工电子专业的 100 多
名学生间接参与。目前，首批直接参与研
发的 8 名学生除 4 名被众恒公司直接留用
外，其他 4 名已直接被引进该系统或准备
引进该系统的钢厂、铝厂聘为高级技术人
员，间接参与研发的学生也成为了各大企
业争相选聘的目标。

“由学校直接‘孵化’企业，帮助企
业研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并将这些
核心技术研发过程列入到教学课程中，待
这些核心技术打开应用市场、企业得到发
展 壮 大 的 时 候 ， 学 校 人 才 培 养 也 已 完
成。”于立国说，“企业的核心技术应用到
哪里，人才就会输送到哪里。核心技术在
应用市场的竞争力，就是学校毕业生在就
业市场的竞争力。由于掌握该项核心技术
的人员不但在应用该技术的企业没有，其
他学校也没有。因此，我们的毕业生就会

成为企业的不二选择。”
人才培养不仅要对标企业，还要与行

业发展趋势同步。这样才能在人才培养上
比行业、企业先行一步，在就业市场上变
被动为主动。

在承德市，仪器仪表行业发展较早。
上世纪 50 年代，受到国家产业发展战略
布局影响，工业过程控制仪表、非金属材
料试验机、称重仪表、输送机和民用仪表
等相关企业先后落户承德。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改组、改制、承
包等形式的不断推进，仪器仪表产业在改
革开放的大潮中诞生了一大批民营仪器仪
表企业。

由于自身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这
些民营企业在原有产业基础上快速崛起并
迅速发展，使仪器仪表成为具有较强市场
竞争力的承德市特色产业。

2006 年，国家科技部批准授予承德
市高新区“国家火炬计划承德仪器仪表产
业基地”。如今，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与发
展，仪器仪表产业在承德市已经形成了一
个拥有 300 多家企业的产业集群，主营业
务收入达26.5亿元。

在于立国看来，由于各科研平台承担
的科研项目大都是行业、企业当前普遍面
临的“卡脖子”问题，将学生的创新创业
教育直接对接科研平台的项目，就是让学
生直接掌握解决企业“卡脖子”问题的技
术。相对于没有掌握这些技术的学生，在
就业市场会更有竞争力。

2019 年 6 月，机械工程系教师田辉深
入承德华远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调研。该
公司主要为全国各大汽车厂生产整车装配
线，当时企业刚接手一个大订单——为某
大型机场生产行李输送线，机场要求在
2019 年底安装完成。然而，由于汽车装配
线与机场行李输送线在速度、重量、尺度等
方面的要求参数不同，工厂正在对原有生
产线进行重新设计改造。按照以往经验，
光是生产线重新设计，就需要两个多月时
间，加上产品试制、正式生产、运输到位、安
装调试，年底交付使用压力很大。

为解决这一问题，田辉依托学校智力
资源，组建专题攻关团队。在对该企业成
熟产线及新的订单需求深入研究的基础

上，团队发现，原生产线并不需要整体重
新设计，只需按照机场要求做部分调整即
可。据此，团队为该企业设计了一套智能
设计建模软件，设计人员只需把新产品要
求的参数输入该平台，生产线上的哪个部
位、哪个部件需要调整、调整参数便一目
了然。过去需要两个多月才能完成的任
务，只需要数小时便可完成。此项改造不
但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还大大提高了企
业的生产能力。

在这个项目完成时，学校也同步调整
了机械工程、工业自动化仪表专业的课程
方案，开设了“嵌入式应用技术”“工业
网络技术”“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人工
智能基础”“智能仪表设计制作与故障诊
断”等专业课程。电气与电子工程系从应
届学生中进行选拔，开办了嵌入式应用开
发、工业机器人技术、工业自动化技术三
个方向的工程实验班，培养了一批工业智
能化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目前，首届学生
毕业前就已被企业抢空。

紧跟行业发展趋势，离不开与企业开
展深度合作。为此，学校专门出台文件，
要求专业教师每五年必须到相关企业全脱
产下厂并连续工作半年。在这半年中，教
师不但要为企业转型升级解决“卡脖子”技
术问题，而且必须撰写一份行业、企业转型
升级发展趋势报告，并根据企业的发展未
来趋势，为所教专业提出课程调整方案。
教师的下厂实践，也为学校人才培养规划
和专业教学内容的“随行业、企业转型趋势
提前一步进行调整”提供了参考依据。

目前，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有河北
省仪器仪表产业技术研究院、河北省仪器
仪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北省流体测控
工程实验室、河北省石油勘探开发仿真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8 个省级专业科研平台
和承德市大数据可视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等 7 个市级科研平台，这些平台每年都承
接大量省、市级科研任务，每个平台对接
多个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引
领学生进入科研团队开展研究，
提供全过程创新创业辅导服务，
近五年共带动 1500 余名学生参
与300余项科研项目研发。

深度参与，在企业研发中把握行业转型趋势

“在学校学到的焊接技能难以完成高要
求的焊接任务，不敢接手高难度工作。”在
一次毕业生回访座谈中，当从焊接专业教师
一路成为校长的于立国，听到学生反映的这
个问题时，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学校一直按
照操作工标准教授学生，学生走向企业后为
什么完不成高标准的焊接任务？

“长期以来，学校非常注重学生的‘技
术’培养，认为学生只要掌握了‘技术’就
会解决企业的问题，而忽视了工程素质的培
养，殊不知，学生如果不具备一定的工程素
养，同样不会解决复杂的技术问题。”于立
国深刻地认识到制约学校技术培养的关键问
题：“职业学校的大部分教师并不具备较高
的工程素养，工程素质的培养只能在就业后
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由企业培养。”

要使学生成为能手、高手，教师就必须
是能手、高手。学校现有师资队伍的学历水
平和知识理论水平普遍较高，但在工程素养
和职业技术技能方面却存在短板。面对这个
职业院校普遍存在的共性难题，河北石油职
业技术大学的“技能大师进课堂”将工程素
养培养提前到学校课堂。

胥林东，就是这样的背景下引入的一位
“大师”。作为河北省技术能手、河北省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胥林东曾为河北钢铁集团
承德钢铁公司焊工高级技师，在生产实践中
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2018 年进入学校
后，胥林东团队将“裂缝来源判别过程”引
入到“焊接冶金”课程中的焊接缺陷及控制课
程章节，让学生掌握“应力腐蚀裂纹”的特征；
将“应力裂纹产生原因分析”引入“焊接生产
与工程管理”的焊接生产质量管理章节，教会
学生应用焊接质量因果分析图法原理，对导
致焊接质量问题的各个要素进行分析、筛选、
排除。结合反应釜的案例，胥林东拟定“不锈
钢”为覆层的复合钢结构供学生练习，考查学
生对“焊接冶金”与“焊接生产与工程管理”课
程知识的掌握程度，引导学生在人、机、料、
法、环五个焊接质量要素全面分析金属结构
改变带来的工艺问题。

对于学生的技术操作，胥林东对学生的
要求近乎苛刻，甚至不允许学生一个头发丝
暴露在外。“焊接质量高低不仅仅取决于施
焊人的操作技能水平，还受到焊接洁净度、
环境等细节的影响。因此，在焊接过程中着
装一定要满足洁净度要求，防止对焊缝产生
二次污染。”胥林东立下很多“规矩”，要求
学生对焊接破口修磨完成后需使用吸尘器清
理工作环境，采用化学试剂清理完毕的破口
需及时采用美纹纸覆盖。操作过程杜绝一切
物体及工具触碰到镍层金属，等等。

几年前，承德钢铁公司承接了承德市煤
气管道焊接制作任务，但焊接站完成的焊缝，
质检时在焊缝内部出现严重气孔超标缺陷，
由于达不到质量要求，工程被几次叫停。令公
司高层没有想到的是，这一问题被入职不久的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焊接专业毕业生金义
鹏解决了。金义鹏采用案例剖析知识，把现场
的环境与焊接工艺流程细细梳理之后，发现此
次施工由于露天操作，现场的风会对气体保护
焊产生不利影响。于是，他在每个焊枪上加装
了大型号气体防护罩装置，问题迎刃而解。金
义鹏在工作不到两年时间后被提拔到了技术
管理岗位。

多年来，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将改革的
着力点放在了人才培养模式上，从追热点、规模
扩张转为内涵发展，毕业生的就业率不断上
升。据统计，该校2021届毕业生就业率再创新
高，达到98.48%。2022年的就业率如何？让
我们拭目以待。

大师引领，
技术素养紧跟
生产工艺升级

新
视
点

有这样一所学校，以前，学校每年的
招生计划由石油部门直接下达到学校，毕
业生也由石油部门“照单全收”，全部安
排就业。2001 年，石油系统突然提升了
就业“门槛”：进入石油系统就业要求必
须有本科以上学历。该校的毕业生第一次
被“老东家”拒之门外。2003 年就业季

结束时，200多名毕业生未就业。
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如何解决？人才培

养与企业需求之间的“缝隙”如何弥合？
带着这些问题，学校组织教学、科

研、招生就业等部门精干力量深入行业、
企业调研，历时40余天，共走访了200多
家企业。这次调研后，一场延续至今的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拉开了序幕。如今，该校
毕业生就业率已达98.48%。

这所学校，是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
学，其前身为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简
称承德石油高专）。今天，让我们探寻这
所学校扭转就业劣势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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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通讯员

杨占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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