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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大国工匠，职业教育是关键。近年来，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秉承“校企合作，产教融
合”的办学思想，坚持与市场接轨，与企业合
作，与实践结合的全新理念，积极探索新型办学
体制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走出了一条职教集团
搭台、产教结合育人、服务行业提升的特色办
学、内涵发展之路。她像镶嵌在胶东半岛的一颗
璀璨明珠，成为最具产业特色与生机活力的半岛
制造业人才基地、汽车蓝领摇篮、省内有较高知
名度和影响力的技能型高职院校，先后获得全国
职业技术教育先进单位、山东省精神文明单位、
山东省企校合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并被教育
部等六部委确定为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领域技能
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基地。2016年9月，学院正式
被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公布为山东省技能型人才
培养特色名校。

在全国第三个职业教育活动周期间，我们
走进这所学院，探寻它在推进产教融合、培育
大国工匠中的生动实践。

组建职教集团 搭起融合平台

烟台汽车工程学院院长尹桂瓒告诉笔者：
“职业教育本质是为产业发展提供技能人才支
撑。所以职业学院必须紧紧抓住校企合作、产
教融合这个牛鼻子，才能培养出真正的大国工
匠。”

基于这一认识，学院在山东省经信委、山
东省教育厅主导支持下，于2008年牵头组建了
省市两级汽车职教集团，成员单位达到132家，
先后与北京现代、博世、一汽大众、金岭汽
车、巴斯夫、保时捷、戴姆勒、捷豹路虎、东
岳汽车、上汽变速器等40多家汽车行业龙头企
业建立了深度校企合作关系，建立了定向班、
冠名班46个，建立了完整的产教融合机制、搭
起了校企合作平台。

春蚕织梦，风雨同舟。学院与国际品牌合
作共建的捷豹路虎、戴姆勒等基地，已达到了
国际先进水准。学院成立的汽车和电子两个研
究所，与企业合作完成横向课题8项，合作研发
产品2项；共获批各级各类纵向课题126项；获
国家专利授权34项；取得省级以上教科研成果
奖励23项；开展技术服务45项，为企业创造经
济效益289 . 3万元。学院还和加盟企业合作建立
了总建筑面积3 . 2万平方米，集生产、教学、科
研于一体的实训基地。基地拥有先进的加工中
心，数控机床，汽车综合检测线等多种先进生
产实习设备，总投资达4031万元。学院先后与

上海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斗山工程机械(中
国)有限公司、富士康科技集团、浪潮乐金数字
移动通讯有限公司、矢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合作，每年向成员
单位输送优秀毕业生3000多名，使校企合作走
向了共营共赢的良性发展轨道。2016年，学院
又分别与一汽大众、瑞森可机器人、甲骨文、
大唐、华恒兴、山东网商集团签订校企合作协
议，新开办戴姆勒涂装班、巴斯夫涂装班、奔
腾钣金班3个优质校企合作班，开拓了校企合作
新市场。戴姆勒铸星教育项目、捷豹路虎卓越
培训项目也作为山东省内首家教育项目基地分
别正式落户学院。

创新培养模式 产教结合育人

高职教育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
一线培养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而这种“一线
人才”不是单靠学校能够培养出来的，必须依
靠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共同培养。为此，学院
围绕“多元互动、学做一体”的准员工式“2+
1”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了“平台+模块”的课
程体系。通过不断地发展完善，学院共建成省
级精品课16门，完成了135门课程的教学设计，
编写出版了优秀教学案例集；在全国汽车类课
程教学设计大赛中，获得了一等奖2项、二等奖
4项；在山东省各类教学比赛中获得了省级三等
奖以上奖项34项。承担了省教科院教改重大招
标课题1项，省级教学改革项目6项，职教课改
立项9项。获省级教学成果奖4项，省级科研成

果奖5项。学子们在各级各类大赛中获省级以上
奖项达200余项。“汽车检测与维修”赛项连续
两年获全国一等奖，连续7年获省赛一等奖，电
子赛项、汽车营销赛项等多次在国家及省级大
赛上荣获一等奖。合作班的学生每年在奔驰
班、捷豹路虎班、一汽大众班、北京现代班等
顶岗实习考核中，成绩斐然，名列国内合作院
校学生前茅。

按照“多元互动，学做一体”的原则，针
对产业需求的变化，学院在专业教学过程中，
紧密对接生产过程，把企业引到学校来，把课
堂建到车间去，学生可以直接到企业的生产线
上进行顶岗实习、生产产品。学生一边学理
论，一边进行实践技能训练，然后直接到生产
线上参与产品生产，真正实现了“教、学、
做”一体化。这样学生在车间既是员工，也是
学徒，老师既是企业的工程师、是师傅，也是
学校的兼职教师。通过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学生在校期间就具备了企业录用新员工所需的
工作经验，一毕业就成了各大企业争抢的“香
饽饽”。近年来，全院毕业生就业率一直保持
在95%以上，优质就业率保持在85%以上。2016
年，全院3007名应届毕业生，就业率达97 . 66%，
90%的学生实现了高质量就业，其中有146名同
学被评为“山东省优秀毕业生”。

专业融合产业 服务提升质量

尹桂瓒告诉笔者：“我们的学生最终要到
企业、到生产第一线去。因此，企业的需求就

是我们的出发点与最终归宿。专业与产业、职
业岗位对接，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
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
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是我
们办学的宗旨，也是我们这些年来的不懈追
求。”为此，学院在办学过程中，始终坚持围
绕产业办专业，在为汽车经济服务的过程中不
断提高办学质量。

他们根据汽车类行业、企业的需求，聚焦
汽车前后两大市场，面向汽车生产、销售、服
务三大行业，围绕产业结构调整对人才的需
求，不断优化专业结构，打造特色汽车专业。
学院定期召开行业企业专家咨询会，提供最新
产业发展信息，具体指导院系专业建设。随着
不断优化专业结构，调整专业布局，学院逐步
形成了以汽车制造类专业为主体，以汽车销
售、服务类专业为两翼，凸显汽车特色的专业
结构布局。目前，学院已开设汽车制造与装配
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技术服务与
营销等34个专业，建成中央财政重点支持专业2
个，省级特色专业3个，院级品牌专业3个，院
级特色专业11个。

学院坚持校企共同制订各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和学生实习实训计划，实现专业与产业对
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专业课程内容
与职业标准对接、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对接，使
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和学校教育职能在培养全过
程中同时体现，使学生基本文化素养、专业知
识和技能、职业岗位能力和素养等综合素质同
步提高。各专业聘请知名企业专业技术人员担

任兼职教师，改善师资队伍结构。目前，学院
的所有教学团队中都有兼职教师；实施访问工
程师制度，派专业教师轮流到合作企业参观见
学，提高实践能力，解决理论脱离实际问题；
校企合作开发专业课程、教材，到目前共开发
101门课程、37本教材，有效解决了教学内容与
企业岗位需要脱节的问题。

为不断适应社会需求的发展变化，近年
来，学院不断新开设符合社会人才需求的专
业，对32个招生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和对应的
130余门核心课程标准进行优化。还成功申报了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项
目，成为全省26所现代学徒制试点高职院校之
一。成功申报了“3+2”专本对口贯通分段培养
试点，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被确定为试点
专业，搭建了人才培养的直通立交桥。立项建
设了报关与国际货运、通信技术2个院级特色专
业和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制造与装配技
术、汽车营销与服务3个院级品牌专业。

坚持文化育人 点亮人性之美

学院融高职理念、汽车文化、传统文化、
地域文化于一体，提出了人车合一、平而不凡
的汽车蓝领文化，并通过课堂、活动、社团和
环境加以实施。

学院各人才培养方案均体现文化元素，渗
透育人理念；以学会做人、学会生活为出发
点，组织编写了10套人文素质用书供选修和讲
座使用；成立了涵盖公益、文学艺术、体育、
科技、实践等门类社团49个；从迎新到毕业，
主题教育活动覆盖三年，春季的体育艺术节、
秋季的科技艺术节，层层组织参加面广，精心
设计提升自信，已成为学院的教育品牌；学院
的环境建设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红旗广
场、六艺雕塑、汽车长廊、六园景点、道路命
名，匠心独运，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

学生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先进典型不断
涌现，获十佳烟台好人特别奖的海风兄弟打工
团，勇救落水妇女、智擒小偷的同学先后获得
市见义勇为先进集体等，各媒体多次报道学院
文化育人的做法。文化点亮人性之美，在学生
的成长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灿烂一笔，在学院
的发展中谱写了铿锵有力的华彩乐章。

励精图治，累累硕果。站在新起跑线上的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全体师生，正凭借自己
的勤劳智慧和进取实干精神，紧紧抓住跻身全
省技能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的良好契机，向着
建设行业一流、全国知名的职业院校目标昂扬
奋进，让更多的学子、大国工匠走向美好未
来，享有出彩人生！

推进产教融合 培育大国工匠
———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的创新发展之路

2017校园招聘会现场 学生在戴姆勒实训室实训操作

□韩丹 邹静

坐落在昆嵛山下、昆嵛湖边的龙泉镇，是
一个面积只有160平方公里的“小镇”，但她的
名头很大、荣誉很多：全国重点镇、省级美丽
宜居小镇、山东省特色小镇、山东省绿色小
镇、山东省小城镇建设示范镇、省级生态镇、
“乡村文明行动”省级示范乡镇、山东省旅游
强乡镇、省级文明镇、好客山东·最美乡镇、烟
台市“十二五”新农村建设示范镇、烟台市
“十二五”生态文明示范镇等。

龙泉镇党委书记吕孝良表示，该镇用大生
态理念统筹小城镇建设，以“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为主题，以打造中国北方温泉养生
小镇为主线，大力实施“天蓝、地绿、水
清”工程，使得小镇建设因生态优先而强劲
有力，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升。取得上述
重量级荣誉也是实至名归。

生态环境宜居宜养

“人在画中景斑斓”。初夏时节，行走在
龙泉大地，呼吸的是清新空气，处处鸟语花
香。远看昆嵛山峰层峦叠嶂、绿意盎然；近看
田园风光如诗如画、树木葱郁。站在昆嵛湖边
观赏碧水蓝天，微风徐来，空气中带着青草的
芬芳，令人心旷神怡。

“龙泉镇最好的资源是温泉，最大的优势
是生态。”龙泉镇镇长常茂传介绍说，龙泉以
其驻地北部的龙泉汤温泉而闻名于世，又因南
依国家森林公园、国家自然保护区昆嵛山，而
形成人文气质与自然生态兼备的优势。龙泉温
泉，是胶东著名温泉，始于明代，兴于清代，
历史悠久，水质优良，是沐浴、水疗的绝佳之
地。温泉沸涌，如蛟龙吐水，故名龙泉汤。古
诗赞曰：“石气松荫雨后凉，飞鸿流水几垂
杨。行人浴罢闲相语，可似华清第二汤。”丰
富的温泉资源和优越的区位优势，奠定了龙泉
特有的“大生态”根基，也为绿色发展提供了
得天独厚的条件。用生态牌加速推进新型城镇
化建设，揽山、靠海、临湖、拥泉的龙泉恰逢
其时。

为绘制绿色发展蓝图，龙泉先后邀请多个
高端规划策划团队，聘请国内外知名规划设
计专家，完成了镇驻地15平方公里控制性详细
规划，对龙泉山、泉、湖、海特色资源进一
步整合，将生态、养生融入村镇建设，靠高
端规划引领绿色发展。按照规划，他们把宜
居宜养环境建设作为打造中国北方温泉养生

小镇的重要内容，从美丽乡村建设到小城镇
综合改革，再到全镇的环境整治，从点到线
到面，“醉美龙泉”像一幅生态立镇的优美
画卷徐徐展开。

全镇先后投入3000多万元，开展生态文明
乡村创建活动。以村容村貌整治为突破口，实
施环境净化、绿化、美化、亮化工程，镇域所
有村硬化道路两侧全部实现绿化美化，打造了1
个“省级文明村”、2个“市级文明村”、29个
“区级生态文明示范村”。率先开展城乡环卫
一体化试点，投资200万元建成了垃圾压缩中转
站，建立了“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区处
理”的垃圾一体化处理机制，彻底解决了农村
垃圾围村问题，使52个村全部完成了环境综合
整治任务；此外，投资2000多万元的汉河综合
整治项目已于2013年完工。一个独具温泉特
色，宜居宜养、景色优美、具有国家级小城镇
建设示范水准的城镇已初具雏形。

当那种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的发展方式被摒
弃后，龙泉人深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为了控制污染，龙泉坚持“绿色招商”理念，
严守环保“底线”和生态“红线”。对引进项
目进行科学引导和合理监督，拒绝引进高投入
高污染高消耗项目，避免项目开发对自然环境
的破坏。龙泉人悉心呵护的生态环境，成了吸
引五湖四海投资商的“聚宝盆”。一批高投
资、高收益的生态项目落户龙泉：安德利山水
名郡、37度温泉花园、三缘温泉花园、温泉嘉
苑、和福霖居五大温泉水、山泉水双泉入户的

高档小区已建成使用；崑龙温泉、北大川国际
休闲旅游度假区、河里庄村双百山旅游度假
区、山青世界、烟台传康康复中心、乐康金岳
龙泉国际颐养园等一大批养老养生项目正稳步
推进；其中，北大川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区项目
已完成投资9000多万元，北大川青少年拓展基
地、心脑血管康复疗养基地、10栋旅游度假木
屋已陆续建成并投入使用；德和食用菌项目一
期已建成投产，引导百姓利用秸秆等废弃生态
物料制作培养基种植食用菌，实现年收益1400
万元，LNG气化站、温泉尾水供暖等项目也都
顺利展开。

生态旅游红红火火

作为特色风情小镇，龙泉坚持以旅游养生
产业发展为核心，着力以高端规划为引领，
提速打造“中国北方温泉养生小镇”，逐步
形成了“一个中心、两条轴线、四大片区”
的旅游发展新格局。一个中心，就是突出
“省级示范小城镇”的品牌效应，主推“温
泉养生”品牌，把镇驻地打造成汇聚人气、
集约服务的旅游养生综合服务中心。两条轴
线，就是突出打造“汉河水系景观轴”和
“大龙文化景观轴”。四大片区，就是在镇
南部建设“滨湖养生康体片区”，在镇西部
建设“山野生态休闲片区”，在镇东部建设
“果韵飘香产业片区”，在镇北部建设“低
碳环保产业片区”，与东部新区金山港区协

调统一，全力以赴投入烟台东部新区建设。
他们依托昆嵛山、昆嵛湖、温泉汤等资源

优势，整合、设计、发布龙泉旅游线路全览
图，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采摘体验等形式
的多元化乡村旅游，探索出多条精品旅游线
路，在全镇形成了一条集自助采摘、体验农
耕、观赏美景于一体的休闲观光产业链，从而
打造出烟威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生态观光旅游品
牌。在龙泉，特色种植业转型特色种养园，成
为一个个富有活力的旅游产品：在沁园春果蔬
采摘园，游客可以游玩、采摘一园尽兴；在甲
霖山庄，传统黑猪养殖蓬勃发展，特色茶叶种
植如火如荼，四季鲜蔬采摘广受欢迎，形成了
绿色高效的循环生态农业产业链；在河里庄金
凤庄园果蔬采摘园，园子分成小地块，市民可
以到农场“认领”绿色有机果蔬，亲身感受
“田间管理”；在杜家庄鸿啸农场采摘园，游
客采摘后还能在水上乐园、真人CS战区、2公里
的神秘探险路和层层植物迷宫玩个痛快。每逢
节假日和双休日，各采摘园游人如织，游客一
边观赏如诗如画美景，一边采摘清香四溢的果
菜，心旷神怡。此外，他们通过集体合作社的
方式，将特色农业与生态休闲旅游业有机结
合，依托采摘园举办生态采摘节活动，向游
客提供果蔬采摘、农家乐及自驾游活动，每
年平均接待游客上万人，农户直接创收300万
元，成为烟威地区具有影响力的采摘品牌之
一。他们还成功举办了龙泉休闲养生文化
节、枣园夼健步行、卧龙堡红提采摘节、桑

葚采摘、逛民居摇蜂蜜、甜杏采摘、高家疃
蜂蜜文化节等乡村旅游活动30余场次，吸引了
国内外游客数十万人。

现在，农业休闲游已经成为龙泉旅游新业
态，促进了旅游消费转型升级，释放了旅游业
综合带动功能。“旅游+”使乡村旅游的内涵和
外延正在被持续、快速突破，出现了以全要素
为主要特征的、基于乡村背景下的休闲旅游综
合体。这种综合体，已经突破了传统的乡村旅
游，成为建立在乡村背景下的休闲旅游集群，
其市场穿透力、品牌影响力、综合服务力等是
传统乡村旅游所无法比拟的。

生态农业硕果累累

龙泉镇立足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将旅游
业与生态农业有机结合，优势互补、互相促
进，积极引进一批高效、环保特色农业和第三
产业项目，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观光休闲农
业，走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之路，使生态农
业成为全镇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按照“一产多元化、农业旅游化”思路，
龙泉镇党委、政府把温泉养生文化、绿色健康
理念、乡村风情体验融入农业开发，实施“一
村一品、多村一品”战略，打造了龙泉绿茶、
山乡蜂农、泉香金米、庭院猕猴桃、“一农
原”蒲公英茶等一系列龙泉特色农产品品牌，
仅去年一年就带动群众增收1000多万元。全镇
因村制宜，集中打造了大樱桃、中药材、猕猴
桃、绿茶、蔬菜、山珍、葡萄、玫瑰花八大基
地，探索出了独具特色的生态农业新路。在河
北崖、河里庄、赵家夼集中打造三大精品樱桃
采摘园；在丁家庄村着力打造甜瓜采摘园；在
官道北村着力建设玫瑰花种植基地；在西杭格
庄村不断探索猕猴桃种植技术；在河里庄村，
引导村集体发展核桃、板栗、榛子等干杂果300
亩；在东汤村继续发展烟台绿茶基地建设，引
进10余个国家级珍稀茶树品种，建成生态茶叶
种植区、农业观光采摘区、品茶休息区、现代
化加工厂区等多个功能区，龙泉茶园成为中国
纬度最高的生态茶园。

龙泉镇不断强化“绿色”概念，突出温泉
特色，做足山水文章，坚持在保护生态中发展
绿色经济，为城镇居民留下了宝贵的碧水、蓝
天、绿地，使小城镇成为乡愁的记忆和归宿。
在4月份举办的龙泉休闲养生文化节上，邹家庄
村村委会主任邹德富告诉笔者：“真没想到，
一两年的工夫，我们村就变得这么美、这么
富、这么有名。现在说起自己是龙泉镇枣园夼
的，都会感觉很骄傲。”

“大生态”理念铸就“小城镇品牌”
——— 烟台市牟平区龙泉镇的绿色发展之路

游客开心采摘 龙泉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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