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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名校“拥抱光谷”深化产教融合
——文华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巡礼

文华学院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将
创新创业教育充分融入个性化教育，
通过引导学生挖掘自身潜能，发挥自
身优势，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
业精神，先后获评湖北省大学生创业
示范基地、湖北省众创空间、国家众
创空间资质。在长期的办学中，从地
方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文华学
院形成了“两个依托”，即依托华中科
技大学和中国光谷，协同促进应用型
人才培养。

“依托”华中科技
大学，“带土移植、去
土留根”，科研协同促
进学科专业建设

2021年4月，在华中科技大学原校
长周济院士的关心下，文华学院董事长
吴文刚博士投资近2000万元，依托华
中科技大学原附属校办企业武汉华中
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历经大半年建设
的智能制造工程实训创新中心终于投
入使用。该中心的建成为学校培养创
新型、复合型、高技能型人才创建了
良好的实践环境，为迎接教育部门本
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撑。
“我在现场的深切感受是学校对

学生的心声都有回应，建成了这么漂
亮的教学和实训中心，是我心目中理
想的实训中心。”2019级学生郭振宇
分享参观感受的时候，喜悦之情溢于
言表。

文华学院智能制造工程实训创新
中心依托华中数控，以“智能制造为
引领、强化实训激潜能、个性发展重
创新”的理念，对接武汉光谷高端装
备制造业，重塑课程边界和知识体
系，构建“课内+课外”、强实践、重
技能的机械类应用型大学人才培养的
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大国工匠精
神，为装备制造业培养创新型、复合
型、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建设国内一
流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智能制造工程
实训创新中心。

文华学院脱胎于华中科技大学，
和华中科技大学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2003年，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成立
以来，时任党委副书记的知名教育学
家刘献君教授担任副董事长，后担任
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勇传教授先
后担任校长、名誉校长。华中科技大
学三分之一的国家教学名师及一大批
优秀退休教师和干部都在文华学院任
教、任职。

在办学过程中，文华学院的办学
思想、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都经历
了由华中科技大学“带土移植”到

“去土留根”的成长，凸显个性化教育
办学特色并实践多样性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2007年，学校提出专业结构为

“优势工科加新型文科”，随后集中推
动基础建设，三年投入3亿元，1亿元
用于添置教学设备和实训设备，2亿
元用于建设实验室、图书馆、基础设
施，为后期学科专业建设打下牢固基
础。

在2008年版人才培养方案中，文
华学院就开始实施分类培养，设置提
高模块、技能模块、专业方向模块，
将个性化教育落实到培养方案之中。
2014年，学校提出了“教学服务型”
发展定位，明确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目标与方向。2015年至2018年，学校
投入1000万元实施“特色学科专业建
设高峰计划”，重点支持建设数字化
3D设计及制造、大数据与数据挖掘应
用技术、互联网金融、新媒体新闻与
品牌传播等特色专业。2005年至2021
年，经过多次研讨和特色学科专业建
设，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已经形成共
识，渗透到学校的培养过程中。

截至2021年，文华学院共有通信
工程1个国家一流本科建设点，通信
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光电信息科学与工
程、土木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和新闻学7个省级一流本科建设点，
专业建设成效显著。

2021年5月，《广州日报》发布应
用大学排行榜，文华学院连续5年居
湖北民办本科高校（含独立学院）之
首，应用型人才培养成效显著。

“依托”中国光谷，
加强与区域产业经济
有机结合

“这是一款德国宝马i系纯电动汽
车，它的水冷电机壳，就用到了我们
公司研发的铸造粘接技术。”武汉华兴
同创公司负责人曹冲自豪地说。为德
国宝马汽车提供技术工艺的，是文华
学院的一个学生团队工作室孵化的企
业，这所以个性化教育为办学特色的
高校在创业大学生身上打下了深刻的
烙印，他们立志研发新技术，解决了
消失模铸造行业的重大问题。

文华学院坐落在“中国光谷”腹
地，光谷是全国乃至全球知名的大型
光纤光缆研制基地、光器件研发生产
基地和激光产业基地。

“我校发展要打开格局，‘拥抱光
谷’，深度融合，力争让文华学院成为
与中国光谷‘紧紧拥抱’的大学。”
2018年，文华学院一行十余人赴武汉
东湖高新区管委会调研推进区域合作
与社会服务时，校长刘献君发出了号
召。在这次调研中，东湖高新技术开
发区相关部门领导对学校在学生培
养、科研平台、技术开发、社区服务
等多个方面的对接合作提出了建设性
指导意见，极大地开阔了学校的发展
思路。

2018年12月，文华学院举办“拥
抱光谷·深化产教融合”高端论坛。
应学校董事长吴文刚和校长刘献君的
邀请，“光谷”首倡者黄德修，武汉东
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的领导，中国
光谷的知名企业家和高管，武汉知名
教授、学者等出席了大会。本次会议

确立了学校深度融入光谷产业经济发
展的途径与方式。

随后，文华学院出台了系列文件
和措施，不断建立完善与学校发展相
适应的、可持续的科研支持政策体系
和运行机制，吸引和激励更多教师积
极主动投入科研，鼓励师生开展应用
研究和技术创新，瞄准方向，组建科
技创新团队集体攻关，获得系列科研
成果和多次省级表彰，成效显著。

文华学院信息学部结合学科基地
建设等工作，积极努力“拥抱光谷”
争取百万级科研项目，2019年 6月，
学部李颖智博士签订了“基于工业大
数据的虚拟仿真培训系统”横向科研
项目，项目合同经费达120万元，实
现了学部百万级大项目的突破。

2019年7月，文华学院专门召开
“拥抱光谷、争取大项目”的暑期工作
研讨会。会上，学校进一步提出6项
新举措，主动、热情“拥抱光谷”：1.
建立光谷研究院；2.成立光谷基础教
育培训中心；3.成立文华光谷服务
团，前期已经成立了4支服务队；4.做
好项目对接；5.为光谷大量培养人
才；6.将光谷精神融入文华精神。

“特别解渴，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
觉。”文华学院副校长邓刚说，文华学
院“拥抱光谷、争取大项目”正好把
握了“高校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良
好机遇。

依靠“两个依托”，
转动运营上高地，创
新创业掘宝藏

2021年4月，文华学院培育的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武汉鲁滨逊科技
有限公司收到了武汉市科技部门和东
湖高新区科创部门颁发的40万元奖
励，公司的几位青年创业者兴奋不
已。2022年，文华学院培育的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已获科技管理部门奖励近
400万元。

学校“依托”华中科技大学促进
学科专业建设，“依托”中国光谷加强

与区域产业经济有机结合，最终推动
了创新创业教育。长期以来，学校高
度重视创新创业工作，投资400万元
建设了3500平方米的众创空间，成立
了创新创业教育中心。学校党委书记
郑畅和常务副校长刘太林担任中心主
任，统领和顶层设计全校创新创业教
育工作，副校长邓刚担任基地主任并
分管全校创新创业教育和企业孵化工
作，相关部门共同参与。

截至目前，文华创业基地已经累
计孵化 100 多家企业，涵盖智能制
造、软件研发、建筑设计、文化传媒
等多个领域，其中包括15家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10 余家高新技术梯队企
业，成规模成效益20多家，拥有400
多项知识产权，基地企业累计获得政
府部门奖励700余万元，培育出多位
创新创业典型人物，搭建了产学研政
合作的桥梁。基地企业武汉盛元鑫博
软件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公安电子物
证勘查分析与反诈预警系统，服务于
山东省公安系统，为全省公安系统电
信诈骗串并破案和打击电信诈骗作出
重要贡献。

为规范化、标准化和企业化运作
众创空间，文华学院于2018年10月注
册成立武汉文华众创空间管理有限公
司，并安排专职干部担任公司负责
人，配备专职管理人员。2020年3月
24日，2020年国家备案众创空间名单
公示，文华学院众创空间榜上有名。
2021年底，2021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湖北省名单公示，文华学院的10
家企业获批。文华学院孵化企业全力
融入光谷发展，“拥抱光谷”、建设光
谷，积极参与光谷光芯屏端网产业建
设，已经走在湖北省高校方阵的前列。

湖北省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评审
专家、武汉理工大学创业学院首任院
长赵北平教授对文华学院的创业工作
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文华学院创业孵
化质量高，值得大力推广和借鉴。文
华学院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学校人才
培养全过程，关注高校共性和行业特
性，并在两者相“加”中形成自己的
办学个性。

（程炼 廖剑锋 彭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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