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第一建设集团荥阳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与

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校企合作年度报告

一、企业概况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51 年，是国家房屋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建筑工程设计甲级企业，并具有机

电设备安装、钢结构、隧道桥梁工程、混凝土预制构件、预拌商品混凝土、城市及

道路照明、建筑智能化工程等多项总承包和专业承包施工资质企业。集团公司具有

40 余年的预制构件生产历史，近年来，紧紧抓住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进行装

配式建筑产业布局，规划建设了长葛、新郑、荥阳三个总占地面积 900 余亩的装配

式生产基地，可制作节段梁、地铁管片、箱梁、屋面板、双 T板、屋面梁、吊车梁、

屋架、桥梁板、PC 构件等各种混凝土预制品及装配式钢结构的制作、安装。

河南省第一建设集团荥阳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1 亿元，占地约 320

亩，总投资 10 亿元人民币。于 2018 年成立，作为河南省第一建设集团全资子公司，

不仅是省内先进的集设计、拆分、生产、施工一体化的装配式生产基地，也是国内

少有的综合能力较强的装配式产业基地。

图 1 河南省第一建设集团荥阳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俯视图

公司业务五大领域：装配式建筑构件、道路桥梁构件、钢筋半成品加工、预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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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混凝土销售、仓储及运输服务。

公司坚持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一体化装修、信息化管理、

智能化应用。在提高技术水平和工程质量，促进建筑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不断提

升公司在装配式行业领域的强大综合服务能力。致力于成为河南装配式建筑行业的

领跑者

二、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土木工程系与河南省第一建设集团荥阳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以满足产业需求、

共享各类资源、优势互补、互惠互利，以共同发展为原则，以提高教学质量、科研

水平、创新能力和服务企业为目标，进行了全面的合作，包括专业建设、课程建设、

实训基地建设和学生培养。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共同构建校

企合作创新体系，逐步实现专业、产业相互促进和校企共同发展。

三、企业资源投入

1.场地投入：河南省第一建设集团荥阳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向土木工程系提供

了教学、科研、行政办公用房等资源，供开展教学实践等相关工作。

2.师资投入：河南省第一建设集团荥阳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委派优秀高技能人

才、能工巧匠担任课程教师，专业技术人员和专家担任学生企业导师。

四、企业参与教育教学改革

1.专业（群）建设

河南省第一建设集团荥阳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与土木工程系共建建筑工程技术

专业群，涉及建筑工程技术、建设工程管理和工程造价等专业。共同制订专业群人

才培养方案，并参与实施。

由企业法人代表牵头，共同筹建并申报河南省职业院校“双师型”名师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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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双师型”名师工作室名单及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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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建设

校企共同开发 1 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装配式建筑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

已立项建设。

图 3 河南省教育厅网站公布精品在线课程名单公示

图 4 2022 年河南省职业教育精品在线课程拟建设名单

3.实训基地建设

双方共建企业实训基地，在企业成立了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建设工程管理

类专业实习实训基地，接收学生实习实训，安排相关专业（工种）技术人员对学生

进行技术指导，提高学生实际操作技能。

图 5 土木工程系学徒制班级赴一建实习实训基地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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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生培养

校企共同培养现代学徒制学生 106 人，订单班学生 69 人，帮助学生增强的市场

意识和竞争意识、了解市场和行业趋势、提高学生的技能和素质，了解自身的职业

规划和发展方向，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就业市场。

图 6 土木工程系组织学生到装配式建筑生产企业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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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助推企业发展

1.人才储备:通过校企合作，企业可以更直接地参与到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了解学

生的技能和潜力，从而更有效地进行人才储备。这样，企业可以更精准地招聘到符

合自身需求的人才，降低招聘成本和风险。

2.降低培训成本:在校企合作模式下，学生可以提前接触到企业的文化和工作环境，

这有助于缩短学生与企业之间的磨合期，使他们在毕业后能够更快地适应工作岗位。

因此，企业可以减少对新员工的培训成本，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3.专业技术转移:企业可以通过与学校的合作，获得更多的专业知识，特别是在研

发新的技术方面。

4.提升企业形象:通过参与教育，企业提升了其社会形象和知名度，同时，对教育

的投入也是一种长期的投资，有可能培养出对企业有深厚感情的优秀员工。

六、问题与展望

（一）问题

1、企业付出与收益不匹配：企业参与人才培养需要投入较大成本，包括人力、

场地和耗材等。而最终接受订单培养的学生毕业后由于行业发展、职业适应性、个

人规划、薪资待遇等原因，可能并非进入参与订单培养的企业就业，造成企业付出

与收益不匹配。

2、教学组织难度大：由于受到企业生产进程和企业导师工作安排等因素的影响，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难以完全做到按制定的教学计划开展工作。主要原因在于课程

进度与企业生产进度难以完全衔接，企业管理人员与一线导师在生产与教学中投入

的时间和精力难以兼顾，所有学生进入企业学习一次，难以组织并影响企业正常生

产，分批次进入企业又势必影响学校教学安排，增加教学组织的难度。

3、学科建设与企业发展的融合程度有待进一步加深：很多校企之间的学科产业

联动相对固化，产业和企业发展对学科建设的导向引领作用不强，学科建设未能及

时对接产业新发展、新需求，对于紧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兴学科重视不足。

4：校企合作激励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对于成果转化的重视程度不够，重论文、

轻转化等倾向依然存在，严重影响了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同时，由于缺乏

有效的约束机制，在合作过程中，校企对接活动务虚较多、务实较少，合作协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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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缺乏刚性约束，导致大量合作浮于表面、流于形式。

（二）展望

1、创建富有弹性的课程体系：校企合作将进一步挖掘双方潜力，关注双方的利

益，从科技研发和人才培养上发力，创建富有弹性的课程体系。学徒制和订单班课

程体系是教学开展的基础，为确保学生基础理论和实践技能的双丰收，校企将创新

教学课程体系，创建以基础理论加弹性课程为主导的课程体系。基础理论课程仍以

专业基础教育为主，而在弹性课程方面则不是一成不变的，土木工程系教师将根据

订单计划和企业深入沟通，设置与企业用人需求相对应的弹性课程。紧跟行业发展

需求设置课程内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会随之提高，经过几年的基础课程和弹性

课程的学习，学生的专业知识掌握才能符合企业要求。

2、充分打造稳定的双师队伍：为规避单一化教师队伍的问题，建立土木工程系

教师的订单式培养，教师将工作岗位中的技术、技能、素养要求充分落实于日常的

教学之中，减少企业在合作中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样才能确保学生进入实习

岗位后迅速适应，提高人才培养效率。

3、明晰主体边界，找准合作“公约数”：校企合作是建立在高校、企业以及地

方政府之间强有力联系基础之上的，只有这些利益主体在恰当的范围内通力合作，

密切联系，既不越界，又不缺位，才能顺利推动合作深度发展，最终形成一个创新

资源在不同个体之间共享和整合的创新网络体系。

4、增强使命担当：服务社会是校企合作的共同旨归，校企合作不仅仅是技术转

化、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工作，更是履行社会责任的必然要求。企业

应强化自身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在承担“经济人”角色的同时，增强作为“社

会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高水平科技创新积极回馈社会。

总之，未来的校企合作将更加注重深度和广度，不断完善合作机制，提高企业

参与度，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实践机会和职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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