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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概况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机务（以下简称锦州机务）诞

生于 1898 年，坐落在北依松岭山脉、南临渤海辽东湾、扼“辽西走

廊”东端、连接华北和东北的交通枢纽辽宁锦州市。

1997 年开始，随着铁路 6 次大提速，体制机制改革步伐不断加

快，锦州机务段先后与原大虎山、山海关、阜新、叶柏寿机务段整合，

管辖范围不断增加，职工队伍不断扩大。如今，拥有干部职工 3926

人，下设 12 个科室、11 个生产车间。

锦州机务段配属 HXD3B、DF4 系、DF5、DF7 系、HXN3 等各型电力、

内燃机车 243 台，设有 6 个机车检修台位，年小辅修机车能力 700 台，

日整备机车 80余台。

锦州机务段主要担当沈山、津山、大郑、沟海、锦承等 17 条干

支线客货运输任务，沿途 161 个车站，乘务区段 2246.9 延长公里，

日均开行列车 400 余列，北上通辽，南下唐山，东到沈阳，西至承德，

是扼守沈阳局西大门的重要支点。

百年锦州机务段从建立、发展、壮大所走过的历程中时刻展现着

锦机人的光辉业绩、优秀品质和奉献精神。

2 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2.1 校企签订合作协议

2023 年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

锦州机务段协商签订高速列车司机乘务作业典型生产实践项目校企

合作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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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校企双方开展项目的合作协议（部分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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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框架协议明确生产实践项目对应岗位，确定岗位职责及

关键任务。校企共同依托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专业的电力机车司机岗

位开展高速列车司机乘务作业典型生产实践项目建设，合作期限自

2023 年 9 月至 2025 年 12 月。校企共同搭建“校企双主体合作育人

平台”，健全成本分担等协同育人机制。发挥国家轨道交通装备行业

产教融合共同体优势，依托辽宁铁道交通职教集团，整合校企双方场

地、生产设备、人才、技术等各方面优势资源，搭建“校企双主体合

作育人平台”；校企双方共同建立项目领导组、组建项目指导委员会，

组织指导生产实践项目，建立目标协同、导师协同、教学协同、资源

协同、管理协同的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学校以项目建设资金、企业以

职工教育经费落实场地、设备和资金等投入；共同落实项目实施期间，

学生每月不低于实践企业相同岗位工资标准的80%或最低档工资标准

的生活补贴，设立奖学金支持学生生产能力培养；双方以协商原则解

决项目建设中的异议，共同推进项目高效开展。

2.2 校企联合创新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校企双方依据项目建设总体要求，依托国家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产

教融合共同体和锦州市市域产教联合体，聚焦高速列车司机人才紧缺

技能岗位需求，学院联合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机务段，

建立“高速列车司机乘务作业生产实践项目校企协同育人平台”，构

建指导决策层、协调管理层、实施执行层的三层次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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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校企联合创新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校企双方建立“目标协同、导师协同、教学协同、资源协同、管

理协同”的校企协同育人长效机制。学生通过在校培养以“准高速列

车司机”参与企业生产实践，降低企业用工成本，校企联合攻关为企

业创造直接经济效益，建立激励保障机制；加大生产实践项目政策、

资金等支持，建立项目运行的保障机制。

引入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将质量监测、实践评价与诊断、学生

成长评价、用人单位评价等纳入评价指标，科学评价生产实践项目人

才培养目标达成度，为生产实践项目顺利开展、持续改进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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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校企共同确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根据高速列车司机一次乘务作业典型工作任务，确定职业核心能

力。研讨确立高速列车司机出勤作业、库内接车作业、站内调车作业、

发车作业、区间正常运行、区间非正常行车处理、机车应急故障处理、

退勤作业等工作内容，形成与高速列车司机岗位一致的培养目标定位。

知识目标：掌握高速列车司机一次乘务作业流程标准，熟悉高速

列车行车组织规章制度，掌握高速列车司机非正常行车作业应急故障

处理方法。

能力目标：能独立完成高速列车司机一次乘务作业，能迅速完成

非正常行车作业流程、能正确处理高速列车运行途中的应急故障、具

备机车运用与检查作业能力。

素质目标：具备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具有良好职业

道德，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具备在高强度下的自身耐力与专注度能

力，具备安全意识，具备面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逻辑推理能

力、协调能力。

3 企业资源投入

3.1 实训基地建设投入

沈阳局集团公司将原值 355.68 万元东风 4B 内燃机车 1 台以

37.45 万元转让学院，价值差额作为企业资金投入；沈阳局集团公司

以 100 余万元钢轨、信号机等设备投入共建轨道交通综合实训基地。

锦州机务段提供企业生产实践基地供教师企业实践和学生的生产实

践，保障人才培养达到企业岗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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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东风 4B 内燃机车

图 4 校外实习基地建设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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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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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专业内涵建设投入

校企协同育人，实施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从人才培养方案

制定、学徒选拔、教学标准和教学资源建设、学徒教育教学实施，以

及双师培养和实训基地建设，锦州机务段全程参与到学徒教育教学之

中，构建了“定岗分流、能力递进”的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要求学

徒（学生）培养过程采用学习与工作相结合，师傅走进学校教学，学

徒（学生）进入企业培训，将“工学结合”贯彻到整个学徒培养过程

中，满足学徒“岗位成才”的需求。

图 6 现代学徒制企业实践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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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参加专业理事会，锦州机务段到辽铁院共同商讨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制订、课程资源建设，实训基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为提

升学校师生专业水平提供了强大的无形资源保障。

图 7 专业建设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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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企业参与教育教学改革

4.1 校企联合研制人才培养方案

人才培养方案按照调研分析、方案编制、方案审定、发布更新的

工作流程组织实施。由项目双导师团队会同行业企业专家负责项目人

才培养方案的编制和发布。项目指导委员会负责具体培养方案内容的

审核把关、指导实施。企业、学校、第三方评价机构联合构建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动态调整机制，强化效果评价与激励，做好人才培养质量

评价与反馈。

4.2 校企共同构建专业核心课程体系

围绕高速列车司机岗位能力要求和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充分考虑

岗位能力要求、学生认知规律与学习能力、校企双元教学组织实施，

设计“双主体、三阶段、四层次”专业课程体系。学校与企业构建双

向“双主体”，整合职业培训和工作岗位实践内容，开发“学员—副

司机—司机” 逐步递进的职业成长“三阶段”，按照“基本技能培

养→专项技能训练→技能综合运用→全面技能培养”学习规律安排课

程进程，形成“职业技术学习期→职业素质提升期→职业技能适应期

→岗位生产实践期”“四层次”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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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双主体、三阶段、四层次”专业课程体系

4.3 校企联合开发课程教学资源

成立教材和课程教学资源开发团队，面向高速列车司机乘务作业

生产实践项目，基于生产实践项目工作过程，联合开发岗位培训手册、

活页教材、数字资源与平台等资源。

教材建设与课程开发团队，将铁路局职工岗位培训和学校教育教

学有机结合，利用企业资源，借鉴企业模式，对应岗位开发课程：结

合企业对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的要求，建立“岗位能力标准模型”

和“专业知识技能发展模型”，将岗位能力融入课程内容的设计中，

编写适用于高速列车司机乘务作业生产实践项目的项目化教材 10部、

对接驾驶和检修岗位工作标准和作业指导编写活页式实训指导教材3

部。

充分利用企业资源，特别是借鉴企业培训模式，从学习情境入手，

按照能力标准、场地准备、工具准备、操作要点、技术要求、考核标

准等六方面确定课程开发方案，校企导师共同完成专业学习领域建设，

开发适应工学结合模式的基于工作过程、以岗位能力培养为主线的课

程 19门。



安全优质 创先争优

12

整合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专业国家教学资源库、机车驾驶网上虚

拟实训室等，基于信息化创设智慧学习环境，以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

深度融合为导向，建成涵盖专业基础、专业核心、专业拓展、实践技

能和岗位技能课程的网络教学资源。

4.4 校企创新教学组织形式

基于高速列车司机岗位工作特点，依据人才培养规律，融合新一

代数字技术，生产实践项目创新采用“1+2 场域互融培养、双向嵌入

岗位能力提升”的教学组织形式。

高速列车司机乘务作业生产实践项目共设置 6 周任务，“1”即

在机车乘务作业演练中心完成为期 2 周的一次乘务作业模拟驾驶操

作，积淀学生生产实践项目支撑能力，“2”即在机务段运用车间以

“准员工”身份参与为期 4周的企业生产实践，按机车司机标准班分

组实操，完成学生在电力机车司机岗位的“真岗真练”。

图 9 “1+2 场域互融培养、双向嵌入岗位能力提升”的教学组织形式

“双向嵌入岗位能力提升”，学校与企业整合职业培训和工作岗

位实践内容，开发“校内通用理论型课程+企业分组实战型课程”，

实现“高速列车学员司机—副司机—司机”岗位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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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校企共同打造“双导师”教学团队

依托国家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按照国家职业标准

和专业教学标准校企共同培训，共享师资资源，建立“双向交流、双

向交替”的师资建设机制和人才交流协作机制，打造“双导师”项目

建设与实施团队。

图 10 “双导师”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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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教师企业实践流动站设立协议书

锦州机务段选派 10 名以上指导司机、高级工程师及多名技术骨

干组建企业导师团队，承担专业课程、实践课程的教学任务，企业管

理人员对生产实践项目的教学质量进行监督，形成高水平结构化的团

队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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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助推企业发展

5.1 共创科研成果 助力企业科研水平提升

依托校企合作大功率机车乘务员标准化作业典型生产实践项目

建设，学校与企业在技术研发、工业创新等领域展开深入合作，并取

得一定成果。

图 12 专利及软件著作权

5.2 精准制定培训 助力企业夯实业务基石

通过高质量建成的具备多元化情境、沉浸式体验功能的车联网通

信系统现场工程师教学资源库，课程体系、教材体系、资源体系、标

准体系，全面应用于学徒培养和企业员工培训，提升员工数字化技能。

学员入职 2年内成为技术骨干，成为合作企业服务生产一线急需的、

具备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的现场技术员，企业用人满意度 100%。开展

企业培训 5000 人.天，培训学员满意度达到 9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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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学徒培养

图 14 员工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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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联合打造工匠 助力企业人才结构更新

通过建立“校企双主体合作育人平台”，创新招生招工一体化，

优化产业资源配置，共用校企两类资源，探索实践“学岗共振”人才

培养模式，按照人才共育，职责共担、过程共管的原则，建立技能人

才定向培养渠道，打造铁路工匠，共育铁道英才。机务段近三年接收

届毕业生总计 310 人，占学院总体就业率的 28.4%。

图表 1 企业近三年接受毕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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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问题与展望

6.1 存在问题

6.1.1 强化政策激励 促进深度融合

校企合作一直秉承“自愿协商、优势互补、利益共享、过程共管、

责任共担”的原则，在校企联合培养、资源共享等多方面深入融合，

形成良好有效的校企合作模式。但运行过程中，对于铁路局集团公司

对校企合作缺乏明确、有效的激励政策，无法充分调动下属单位校企

合作的积极性，参与人才培养的动力不足。同时铁路行业安全风险管

控严格，学生实习的安全责任分担机制不健全，导致企业在合作中承

担的风险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校企合作的深入进行。

6.1.2 拓展培训内容 提升培养质量

目前，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的主要形式包括：共建实训基地、订单

式人才培养、现代学徒制等等，究其根本主要是围绕人才培养进行，

在完成专业技能的联合培培养基础上，可在多岗轮训，企业管理等领

域拓宽校企合作疆域。

6.2 展望未来

6.2.1 加强政府顶层设计

校企合作需要通过法律法规来强化对校企双方的约束，解决办学

政策问题，对校企双方都提出更具具有操作性的要求，明确双方合作

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这需要国家进行专门的顶层设计，协调好学校

和企业发展的各自需求。

学校将继续深化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机务段的

校企合作关系，推进大功率机车乘务员标准化作业典型生产实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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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力争为企业的职工培训和学校的学生实践提供更广阔的平台。

同时联合企业持续善专业建设、打造校企合作亮点专业、推进课程建

设、打造校企思政课程，健全“双师型”教师队伍，继续开展教师现

场实践。

6.2.2 提升学校服务能力，拓宽校企合作疆域

学校要结合专业发展实际和区域产业行业特点，整合校内外研发

力量，培育省级、校级科技创新团队，坚持推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

力转化，布局科技服务“大平台”。通过实施产教融合育人、推进校

企深度合作、拓宽校企合作疆域、搭建科技创新平台，有效提升学校

服务能力、扩大学校服务辐射范围，积极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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