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 24日下午 2时，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

院（以下简称湖南铁科职院）动车组车门实训室内，

两组 CRH380B型实物动车车门一字排开，部分位置

的外壳已被拆开，露出缕缕电线和不同零件。

●以“工匠”精神培育专业人才

戴好安全帽，将检修旗贴在车门外侧，动车组

检修技术专业 2020级学生杨茗瑜开始了当天的检

修小考。

外观检查、电路检查、气路检查、机械排查……

杨若瑜弯着身子，微微皱着眉头，不敢漏了任何一

个细节。

“报告老师，共发现故障 5 处，其中电路故障 1

处，气路故障 1处，机械故障 3处。”将所有工序走过

一遍，确认没有漏点，她自信地直起身子，指着故障

所在位置，大声作答。

“回答正确。”一旁，专业指导教师贾岩微笑着

点了点头。随后，学生们陆续走进车厢内，将已发现

故障逐一排除。

“别看小小几平方米空间，一道塞拉门上，螺丝

就有几百个。”贾岩告诉记者，动车组检修技术专业

作为学院铁道车辆技术专业群中的骨干专业，主要

面向铁路运输业的动车组制修师职业群，培养的是

未来从事动车组运用、动车组检修工作的复合型人

才，俗称“动车医生”。

“故障排除并不难，难在找出‘病根’在哪里，必

须精准开方。”作为株洲妹子，杨茗瑜出身于“铁路

世家”，对铁路有着深厚的感情。她表示，动车是否

“健康”上路关系着成千上万的乘客安全，必须专业

过硬，责任心超强。

“毕业生特别抢手，往往是还在校园就被大型

企业抢定，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她表示，诸如长沙

动车所等单位是首选目标，希望能为家乡建设贡献

自己的力量。

●专业设置对接企业岗位需求

“今年高考，学院录取了 200多名上了二本分数

线的考生，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来到铁道车辆技

术专业群内的专业中。”湖南铁科职院副院长、铁道

车辆学院院长彭永成笑着说。

他介绍，铁道车辆技术专业群是对接轨道交通

装备产业链装备制造产业端岗位群，以铁道车辆技

术专业为核心专业，以动车组检修技术、铁道机车

运用与维护、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为骨干专业，

以机械设计与制造、数控技术等为支撑专业。

在他看来，专业群的设置是“大势所趋，跑在前

沿”。近年来，国家轨道交通运输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发展迅猛。湖南是国内最大的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生

产研发和出口基地，轨道交通装备产业拥有各类创

新载体 126 家，汇聚了 400 多家骨干企业及配套企

业，是中国中车产业布局最多的区域。而《湖南省打

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十四五”发展规划》明

确指出，将依托中车株机、中车株所等龙头企业，打

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轨道交通装备集群。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行业企业对技术技能人才

需求旺盛，专业设置必须要对接产业和企业岗位需

求。”彭永成介绍，作为湖南 3个万亿级产业之一，株

洲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已入选第一批国家级先

进制造业集群，形成了从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售

后服务—物流配套于一体的完整成熟的产业链条。

随着企业加速转型升级，产业人才结构不断优

化，也导致高精尖人才供不应求，技术技能岗位人

才紧缺，铁道车辆技术专业群培养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可谓是供不应求。

据了解，铁道车辆学院是全国铁道职业教育教

学指导委员会铁道车辆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单位，教师党支部是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铁道

车辆技术专业群已成为湖南省楚怡高水平专业群、

湖南省“三高四新”战略高水平专业群。

专业群内拥有轨道交通行业、湖南省高职学院

专业带头人，拥有铁道行业职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委

员及各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多名，涌现出包含全国

优秀教师、全国技术能手、全面青年岗位能手、湖南

省先进工作者、湖南省技术能手等一批优秀教师成

长典型。

该院铁道车辆技术专业群组建以来，经过优化

结构，整合资源，不断发展，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专业

群建设与发展机制，专业群的集聚效应和服务功能

不断增强，实现了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

构要素全方位融合。

期待更多能擦出火花的
“牛”专业

戴凛

9 所职业院校入园办学，全日制在校学

生超过 10 万人，已建立轨道交通、航空、服

饰、湘菜等 10 大重点产业的特色专业群，

每年开展各类技能培训 20 万人次，输送毕

业生 3 万余名……经过 13 年内涵式发展，

湖南九郎山职教科创城已然成为全省职业

教育最闪亮的一张名片，为地方经济建设

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能。

有数据显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

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全国有职业院校

1.14 万所，每年向社会输送毕业生 1000 万

人左右，每年培训上亿人次，为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支撑。

那么，坐拥九郎山职教科创城的制造名城

株洲，无疑具备了获取人才资源的先天优

势。

近期，本报记者走近各院校探访这些

“牛”专业，并进行专题报道，就是为了提振

株洲人的信心，开阔家长和学生对求学、就

业的视野。

但记者在走访中也了解到，当前各大

院校在推进校企合作工作中，还面临着“学

校热、企业冷”的现象。有的企业参与办学

积极性不高，有的学校课程内容与职业标

准、生产过程相对脱节，“重理论、轻实践”

问题普遍存在，成为困扰现代职业教育发

展的瓶颈。

笔者认为，要更好地推进职业教育发

展，就要打破经济与教育、职业与教育、企

业与学校的边界，让“产教结合”实现“产教

融合”，突破现有体制机制的束缚，推动观

念转变和制度创新。各职业院校要与地方、

企业，不断创新合作模式，更好地推动产教

融合，让这些“牛”专业与本土产业擦出更

多火花。

在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以下简称湖

汽职院），除开名气响当当的汽车专业外你还

能想到什么？

麻利地带上手套、清点工具，走上操作

台……10 月 25 日上午 10 点，陈亚雄和同学们

一同走进航空工程学院的实训区域，开始为

飞机发动机做起“诊断”。

没错，他们是航空发动机制造技术和飞

行器维修技术专业的学生。如今，不少毕业

生已经走上工作岗位，成为我市航空产业上

的螺丝钉。

●跪姿盲装展现工匠精神

陈亚雄来自郴州，两年前，他带着儿时

的梦想与对航空产业美好前景的期望来到湖

汽职院。他的目标很明确，学好技术，并在

株洲航空产业的版图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实训区宽敞明亮，但现场却格外安静。

在实训室的一角，几名同学屏住呼吸，

将手和工具伸进一个开口奇特的金属柜。尽

管他们难以直视柜内元件的位置，却能在手

指的触感下准确找到紧固件，小心对准卡

口，将零件紧紧锁住。

航空工程学院副院长杨升平介绍，这是

模拟飞机内部设备结构进行设计的实训操作

柜，因为对飞机检修、维护时，难以直接看

到内部的情况，这就需要维修人凭借丰富的

经验和技术进行盲装。同时，航空设备可

靠、极致、特殊、复杂的特点，对从业者提

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

除开复杂的操作柜，实训室里一字排开

的“飞机头”更是让人震撼。

陈亚雄将清点好的工具整齐地码放在工

作区，然后双腿跪下，将手伸进机头内部，

开始盲装高压燃油泵。他介绍，这个大家伙

至少有 10 公斤以上，需要跪在地上将双手伸

进机头内部进行托举，再和同伴配合，摸索

着将各部件紧密咬合。

不 一 会 儿 ， 陈 亚 雄 的 头 上 就 冒 出 了 汗

珠。这样一跪就是一个多小时，但在陈亚雄

看来，这正是工匠精神的体现。

不仅要练就一身手工技艺，陈亚雄还要

和同学们抽出更多时间学习英语。他说，比

如波音公司的飞机部件维修手册为全英文

版，需要有高水平的英语阅读能力，才能保

障精准维修。“每天都很忙，但是这样的大学

生活才是充实而有意义的。”

●航空之翼正振翅翱翔

有人说，湖汽职院航空工程学院是依靠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飞机发动机拆装调试

与维修赛项，才更加密集地走进人们的视

野。其实，航空工程学院作为湖汽职院“一

体两翼”专业格局的重要臂膀，它早已将触

角深入我市航空产业。

杨升平介绍，航空工程学院现有专任教

师 25人，其中教授 5人、副教授 4人，博士 2

人。已开设航空发动机制造技术、航空发动

机装配调试技术、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无人机应用技术、模具设计与制造、数控技

术、航空材料精密成型、飞行器维修技术等 8

个专业，这些专业均能在株洲航空产业链上

找到对应的位置。

杨升平打开手机，来自我市政企的各种

无人机作业邀请函也是一封接一封。他表

示，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有大量机会参与真

实场景教学，为将来就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目前，学院还与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

公司合作建设航空高精加工培训基地；与湖

南斯凯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合作建设无

人机人才培养及驾驶员认证基地；与南方宇

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株洲瀚捷航空科技有

限公司合作建设航空零部件加工人才培养基

地；与湖南山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建设

通用航空技能人才培养基地……

不仅在株洲，学院正将校企合作的触角

延伸得更远。目前已与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

限公司合作建设了多轴加工人才培养基地；

与深圳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建设大疆

无人机维修中心。

今年，湖汽职院“航空发动机制造技术

专业群”还立项湖南省楚怡高水平高职学校

建设项目重点建设专业群。航空之翼，未来

可期。

杨升平表示，学院将充分发挥“中国中

小航空发动机研制生产基地”的区位优势，

有效利用内外资源，培养服从国防需要和服

务湖南“三高四新”战略的技术技能型人

才，融入株洲“3+2+2”现代产业体系，助力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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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株洲本土经济，助力全省“三高四新”战略实施

盘点九郎山职教科创城里的
那些“牛”专业（上）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孙晓静 戴凛

职业教育不仅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塑造地
方发展新格局的关键一环，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区域优
势互补、解决地方人才供需矛盾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因此
经济发展被认为是职业教育发展最直接、最强大的动力。

专业结构对接地方产业结构，专业设置对接企业岗位需求，
课程标准对接职业标准……在湖南九郎山职教科创城内，职业院
校正持续发力，打破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桎梏，在助
推职业教育服务区域产业变革、企业效益提升及市场人才需求等
方面开创了一条条新路子，一个个好方法。

本期，让我们走进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铁路科技职
业技术学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看看他们的专业设置有哪些
精妙之处。

10月 24日下午 3时，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铁道机车运用与

维护专业 2020级学生崔英泽像往常一样来到轨道综合实训中心

行车安全装备实训室。

●实训基地与企业无缝对接

严格按照规定流程将操控按钮依次打开，崔英泽开始了行车

安全训练。他熟练地操作无线通信设备、防护系统 6A显示终端和

司机控制器等，并按照提示每一分钟用脚踩踏一次无人警惕脚踏

开关，“火车司机工作时间较长，每分钟踩踏警惕开关，可以防止

司机疲劳驾驶，保证安全行车。”

“绿灯通过，绿黄灯注意运行，黄灯减速，黄二灯控制速度

……”崔英泽一边指着八显信号灯，一边说出每种信号代表的意

思。

“在这里，我们能够尽快转变角色以适应将来就业环境与岗

位需求。”他告诉记者，实训台是根据实物真实化建设，仅这 6台

行车安全装备就价值近 130万元，在学校课堂中熟练掌握就可以

直接在实际岗位中运用，与企业无缝对接。

作为天津小伙，崔英泽从小就对火车感兴趣。高考后，他的分

数可以在当地上一所不错的职业院校，但他经过多方比较，最终

还是不远千里来到了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选择了这个国家示

范性高等职业院校重点建设专业。

另一边，在广铁集团株洲机务段内，两列庞大的火车机车格

外显眼。这可是崔英泽心心念念的“大宝贝”。

下周起，他和同专业的其他大三学生，将在“大宝贝”上进行

为期两周的全套上岗操作流程实训。

作为湖南铁道职院的“实习基地”，株洲机务段无偿为该院提

供列车停当场地。而在不久前，广铁集团还为该校捐赠了 43项车

辆设备，价值 400多万元。

●专业结构与地方产业同频共振

“专业脱胎于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企业，服务轨道交通装备运

用企业，背靠制造企业、面向运用企业，与其共成长、同发展。”轨

道交通机车车辆学院院长莫坚介绍，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专业拥

有多个“国”字号头衔，不仅是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重点建设

专业、全国双高计划重点建设专业群核心专业，还是全国高职院

校交通运输类示范专业点。

莫坚告诉记者，当前，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正从“技术引进”

向“技术输出”、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轨道交通产业

的大发展带来了铁路技能人才的旺盛需求。

有调查表明，在生产、建设、管理第一线，提高技术人员平均

教育水平 10%，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5至 8%。

“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和技术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表

现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通过教育和培

训获得知识和技术的人力资本。正因如此，职业教育被认为是“企

业技术工人的蓄水池”“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

“深厚的行业背景与地域优势，推动专业与轨道交通装备制

造企业和运用企业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共同体。”莫坚表示，专业教

师 50%以上来自于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和运用企业的精通原理、熟

悉操纵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

通过紧密对接专业岗位工作任务，科学设置“能力”与“素养”

双线并行的专业课程体系，创新“组课+走课”教学组织模式，采用

线上线下混合、“翻转课堂”“网络课程”等信息化教学新模式，实

施“基础实训＋专项技能实训＋模拟仿真实训＋专业综合实训＋

专业实习”的五层次实践教学体系。多年来，学院培养了大批“会

操作、能维护、熟检修”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服务于铁路局、地

铁公司等运用型企业。

不仅如此，学院还与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共建“轨道

交通装备制造产业学院”，把学校的制造专业群与企业的转向架

制造分公司紧密结合在一起，实现“学、研、训、产、用”五位一体。

与株洲机务段、株洲车辆段、株洲西站、长沙南站等广铁集团下属

单位共建“校中站”“站中校”，建成技术含量达到国内一流水平，

集机车车辆于一体，涵盖普铁、高铁、地铁，凸显高速、重载技术，

集技术研发、产品开发、产业孵化、实习实训多功能于一体的轨道

交通运输综合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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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以跪姿进行飞机发动机拆装维修训练。 记者/戴凛 摄

记者手记

3.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在检修动车塞拉门中。

记者/孙晓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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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在进行机车线路组装中。记者/孙晓静 摄

编者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