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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到职教园新校区，这是学校
激情整装再出发，进行再次创业的新起
点。”校长方小斌信心满满表示，未来五
年将是学校实现提质升位跨越式发展
的关键时期，高标准建好新校区、高标
准建好双高校、争创职教本科，是学校
确立的三大战略目标。

据了解，在上级主管部门，特别
是株洲市委、市政府以及职教园管理
办公室的大力支持下，总占地面积达
780 亩，总投资近 14 亿元，规划建筑

面积达 32.5 万平方米的学校新校区于
2018 年 11 月启动一期工程建设。负责
承建的原教投集团全力以赴，到 2019
年底实现一期工程全面封顶，随后又
克服疫情困扰，马不停蹄开展二期工
程建设。一座现代化高标准的美丽、
绿色、和谐、智慧、生态校园，即将
在 2021年投入使用。

学校党委书记姚和芳表示，站在新
起点，逐梦新时代，学校将以全方位落
实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任务

和湖南省首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
点任务为抓手，进一步加强教育教学改
革创新，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为株洲
千亿轨道交通产业发展和中国高铁走
向世界培养更多发展型、复合型、创新
型、国际化人才，到 2035年建成行业领
先、国内一流、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
的专业群和高等职业院校，成为中国高
职教育的“一面旗帜”，向新时代中国特
色职业教育贡献“学校模式”，向世界职
业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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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依铁路而生、伴高铁成长的学
府。

从 1951 年的株洲铁路工厂技工学校起
步，到 1979年升格为中专，2000年升格为高职
院校，2009年成立湖南省轨道交通装备制造职
教集团，2019年牵头组建全国高铁装备制造职
业教育产教联盟……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已经成为湖南乃至全国轨道交通高端装备制
造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湖南省轨道交通
装备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湖南铁道职
业技术学院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69 年来，作为全国唯一主要面向轨道交
通装备制造产业办学的高职院校和株洲职教

领域的先行者、领头羊，学校始终根植株洲这
片沃土，累计培养 8.5万余名高素质专业技能
人才。

全国首批 28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
之一、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全
国职教先进单位、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示范高校、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50 强、全国职业院校教学管理 50 强、全国职
业院校学生管理 50强、湖南省首批卓越院校
建设单位……这一系列的成绩和赞誉，是株
洲这座城市的荣光，也是该校积极深化产教
融合，激情助力中国“智造”，潜心培育“大国
工匠”的最好见证。

截至 2019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 13.9
万公里，其中高铁 3.5 万公里，内地累计有 37
个城市建成投运城轨线路超过 6000 公里；到
2020 年，城际铁路运营里程达到 3.6 万公里；
至 2025 年，中国铁路总里程将达到 17.5 万公
里。这样一个朝气蓬勃、活力四射的轨道交通
产业，预计人才缺口达 130万人左右。

湖南是“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覆盖的 11
个省份之一，是国家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战略覆盖的 6个省份之一。株洲市提出了打造
世界一流的轨道交通制造业创新中心、世界
一流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中心、全国最大的
轨道交通产业服务中心的目标，力争到 2020
年实现轨道交通产业 2000 亿元目标。长株潭

“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的创建也明
确要建成株洲轨道交通产业基地。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学校地处湖南
株洲千亿轨道交通产业园，拥有脱胎中车、毗
邻中车的天然优势，积淀了服务轨道交通高
端产业和产业高端的雄厚实力和显著成效。
近年来，学校将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融入到
轨道交通产业的“全生命周期”产业链，构建
了轨道交通装备智能制造、轨道交通装备运
用、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与服务 3大专业集群，
开办铁道机车车辆制造与维护、城轨车辆、动
车组检修技术等高职专业（方向）34 个，形成
覆盖高铁、普铁、地铁等轨道交通装备制造、
运用、管理与维护产业链的专业体系，目前全
日制高职在校生 1.2万余人。

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离不开高质量
的师资队伍和先进的实训基地。学校在积极
探索校企共建的征程中，通过健全人才柔性
引进机制，演绎“同频共振”的独特风采。学校
引进中车株机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索建
国、全国万人计划创新领军人才樊运新等 10

多名知名专家担任兼职教授，全程参与人才
培养方案的制订和实训教学工作。聘请 100余
名企业技术骨干和能工巧匠担任兼职教师，
组建了多个由双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校外
行业企业技术专家和能工巧匠共同组成的教
学团队。

2018 年 12 月 27 日，中国电力机车之父
——刘友梅院士工作站和谢光明、文照辉、李
云钢等 12 位技能（技术）大师工作室，同步在
学校落户，校企合作共建的智能制造产业学
院、师资培训基地、高技术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也举行揭牌仪式。

2019 年 12 月 24 日，由学校和中车株机、
中车株洲所、中车青岛四方机车、中车长春轨
道客车等 70多家单位共同发起的全国高铁装
备制造职业教育产教联盟，在株洲正式成立，
再度擂响了院校、企业、科研机构、协会更加
紧密“抱团发展”，共育技术技能人才、共同开
展科学研究、共建实训就业基地、共培双师型
教师、共推职业技能培训的战鼓。

与此同时，学校还与全国 18 个铁路局集
团公司、27家地铁公司开展深度校企合作，共
同进行实训、实习项目的研发，探索共建“校
中站”“站中校”。近五年，共建共享型校内实
训室 36 个，新建长沙南站等 428 个校外实习
实训基地，拥有轨道牵引等 8大实训中心，共
140个实训车间（室），主体专业的学生 100%在
轨道交通企业进行生产实习、社会实践。

全国 30多家轨道交通企业为学校捐赠或
援助包括 SS6B型电力机车模拟仿真驾驶装置
在内的价值 1 亿多元的教学装备、仪器和机
车。学校牵头开发国家专业教学标准 3个、与
国企合作开发 1＋X 证书标准 2 个、与企业共
建课程 200多门，有效推动了轨道交通企业产
品升级和产教融通。

高铁驰骋，离不开一个类似“心脏”的核
心器件——牵引变流器。中车株洲所旗下的
时代电气，是我国唯一全面掌握这种变流器
全套技术的高新企业。

学校将人才培养嵌入到轨道交通装备高
端制造产业领先核心技术的源头，根据时代
电气产线升级与生产需要，组建三个学徒制
订单班。120名学员全过程参与该核心器件生
产线的设计、建厂、设备安装调试、产品试制、
正式投产全过程，在培养过程中就逐步成长
为一合格的技术工人，实现了零距离上岗。其
中的优秀代表刘少杰被中国中车集团授予

“高铁工匠”荣誉称号。
90后小伙熊凯，是宁波地铁在筹建之初

就从学校预订的 40名地铁检修员工之一。短
短 5年时间，他就从一名普通的地铁检修员，
历经检修工班长、检修工程师、技术标兵、地
铁匠人、宁波市首席工人，走进宁波市劳动模
范的榜单。

2014年 4月 29日，长沙市首条地铁线路
开通运营，驾驶首发列车的女司机匡丽平，就
是来自学校的优秀毕业生。目前，长沙地铁运
营公司 4位乘务车间主任中，有 3位毕业于学

校，19位司机队长中，包括匡丽平这位唯一的
女队长在内，有 15位毕业于湖南铁道职业技
术学院。

“可以说，有轨道通过的城市就有我们的
毕业生，中车的装备到哪里，我们的服务就延
伸到哪里。”学校校长方小斌自豪地说。

近年来，学校积极深化产教融合，实行工
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推行“订单式”培养，
为行业的发展进行精准“定制”，使得一大批具
备“家国情怀、宽广视野、阳光心态、火
车头精神”四大核心“特质”，“能制造、
会驾驶、懂维修”的轨道行业复合型人
才脱颖而出，学校“厚基础、重复合、强
素养”的人才培养体系改革成效显著。

据了解，近几年来，该校合作开办
“全订单”“半订单”形式的班级达 148
个，订单学生达 6000 余人，“订单培
养”学生覆盖率比例达 74%。最近 3
年，学生获省级以上技能竞赛奖项 100
余项，其中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电子产品设计及制作赛项一等奖第一
名，2018和 2019年喜获全国交通运输
行业“捷安杯”职业技能大赛（学生组）
全国总决赛2个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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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5年创办湖南官立瓷业学堂算起，株洲的职业教育可谓源远流长。
十年前，市委市政府高瞻远瞩，充分调研，大胆决策，按照“工匠摇篮、两

型典范、发展引擎”定位和“职教城、科创城、服务城、宜居城”四城合一的理
念，立足长远，高规格创建株洲职业教育科技园。

十年激情燃烧，十年春华秋实。
十年后，湖南（株洲）职业教育科技园已成为株洲闪亮的城市名片之一。

截至目前，共投资 200亿元，引进国内一流职业院校 10所，建筑面积超 200
万平方米，拥有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集训基地、国家综合职业培训基地等30多
个，在校学生10万人，每年输送高技能人才3万余人。

即日起，湖南（株洲）职业教育科技园管理办公室联合本报刊发《湖南（株
洲）职业教育科技园建设巡礼》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探索校企共建 演绎“同频共振”

深化产教融合 推进“订单培养”

培育“大国工匠” 助力中国“智造”

“择一事，精一技，终一生”，这种融
敬业、精益、专注、创新于一体的工匠精
神，正是学校校园文化的核心。

“一辆时速可达 300 多公里的高
铁，由 50多万个零部件组成，这就要求
我们把每一个零部件都做成精品，才能
确 保 每 一 趟 高 铁 都 能 安 全 、准 点 运
行。”学校党委书记姚和芳认为，充分
发挥学校教育教学能力，潜心培育更多

“大国工匠”，助力中国“智造”的崛起，
是学校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近年来，学校一直秉承“明德、弘
毅、博学、笃行”的校训，发扬“团结、勤
奋、严谨、求实”的校风，大力实行人才
强校战略，通过实施“六大工程”即师德
师风建设工程、师资结构优化工程、高
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双师教师培养工

程、全员培训工程、国际化人才工程，建
设“五支队伍”即名师大师队伍、专业群
与专业带头人队伍、骨干教师队伍、兼
职教师队伍、辅导员队伍，打造了一支
一流的师资队伍。在 2019年全国职业院
校教学能力大赛中，学校以第一名的成
绩夺得全国一等奖。

目前学校拥有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 1名，二级教授 4名，全国万人计划教
学名师 1 人，全国优秀教师 2 名，全国

“黄炎培杰出教师”1名，教育部行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3人，铁道行业名师
4名，省级教学名师 3名，省芙蓉教学名
师 2 名，省级优秀“双师教师”１名，省
级以上专业带头人 14名，省级以上青年
骨干教师 20 名；国家教学团队 2 个，省
级教学团队 5个。

学校还格外重视对学生实践技能
训练，在“真刀真枪”上阵的过程中，严
格推行 6S 管理和精益制造生产理念，
培育学生养成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严
谨规范的意志品质。正是得益于这一良
好的品行，2014 届毕业生刘鹏，毕业两
年就获得全国铁路动车组机械师技能
竞赛全能冠军，先后获得全国铁路技术
能手和江西省青年岗位能手等殊荣。连
续 6年获得中车株机技术攻关一等奖，
荣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中车集团

“高铁工匠”的电气装修工谢光明，也是
学校众多毕业生中走出的一名佼佼者。
据统计，该校目前已培养中国铁路总公
司“铁路工匠”、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高铁工匠”及全国、全路技术能手等
112名。

对接“一带一路” 擦亮高铁“名片”
天刚破晓，东非肯尼亚 480公里长

的蒙内铁路上，一位 30 多岁的中国小
伙，正带领当地工人对铁路信号进行技
术检测。他，就是毕业于学校的周俊兵，
作为中国承建蒙内铁路的一名工长，负
责该条铁路 GSM-R网络的维护工作。

高铁是展现中国“智造”的一张闪
亮“名片”，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
下，健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70多个国
家和地区。作为全国“一带一路”职教联
盟发起单位之一，学校开办了铁道机
车、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等中外合作

办学专业，先后与俄罗斯、德国、泰国、
马来西亚等 13个国家（地区）的 30个教
育机构、跨国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开
展了教师培训、学生实习、课程联合开
发、学生联合培养、产品联合开发等数
十项合作。

学校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交通
大学合作开办铁道机车等 3 个中外合
作办学专业，在校生 350 人。与泰国兰
实大学联合培养铁路系统工程专业本
科生 28 名，与中南大学联合培养尼日
利亚中土班本科生 30 名。2018 年学校

获得招收留学生资质，校内现有来自泰
国、孟加拉国、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等 5个国家 41名留学
生。学校教师远赴肯尼亚、埃塞俄比亚、
尼日利亚等“一带一路”国家，为蒙内铁
路、亚吉铁路、拉卡铁路培养轨道交通
本土员工 400多人次。由学校牵头建设
的应用电子技术国家教学资源库，已向
肯尼亚等 23 个“一带一路”国家推广。
学校目前正与中国中车集团合作建立
海外分校，合作开发国际教学标准，为
中车海外基地培养更多本土化人才。

即将搬迁新校区 激情整装再出发

吴桂英副省长（前排正中）在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毛腾飞等领导陪同
下，调研学校新校区建设情况。

学生认真开展机车模拟驾驶实训操作学生认真开展机车模拟驾驶实训操作。。

一丝不
苟地实训操
作，培养广
大 学 生 敬
业、精益、专
注、创新的
工匠精神。

主
办

学 校 教 师 团 队 获 全 国 职
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

荣获中国中车“高铁工匠”“技术能手”等
称号的学校毕业生盛金龙，曾在央视《挑战不
可能》栏目中盲眼挫钥匙连闯三关，挑战成功。

刘友梅院士
和方小斌校长共
同 为“ 刘 友 梅 院
士工作站”揭牌。

学校新校区全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