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水利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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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水利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站（以下简称“中心站”）成立于 2000 年 7 

月，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起源于 1950 年代的治淮工程实验室。中心站现有水利部岩土 

工程、混凝土工程、金属结构、量测共四项甲级资质和机械电气乙级资质、河南省建设 

工程质量检测七项资质、河南省公路水运工程综合乙级检测资质，同时取得了河南省人 

防工程防护设备质量检测资格认定，是河南省水利厅确定的省级水利水电工程质量检测 

机构。 

图 1 企业办公楼 图 2 企业文化走廊 

中心站检测资质覆盖岩土工程类、混凝土工程类、金属结构类、量测类、机械电气 

类、见证取样、主体结构、地基基础、室内环境、城市桥梁、钢结构、建筑节能、公路 

水运、人防工程等十四个专业领域。中心站总站目前具有建筑材料、构配件、结构工程、 

地基基础、室内环境、建筑节能、金属结构、机械电气、人防、公路桥梁、防雷工程、 

水运工程等十二个专业领域 88 个专项 1000 多个参数的资质认定检验检测能力。中心站 

先后在安阳、新乡、许昌、信阳等地市建立 20 余个工程现场实验室并通过资质认定取 

得相应的检验检测能力。中心站可为水利、建筑、人防、公路水运等建设工程项目提供 

优质高效的检验检测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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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资质认定证书 图 4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机构等级证书

中心站现有 250多人，本科及以上学历占 92%，其中技术人员中正高级工程师 3 人，

高级工程师 39人，中级及以上职称 95 人，占技术人员的 56%；中心站现拥有 YJW-5000

微控电液式伺服压剪试验机、SIR-4000 探地雷达、SWS-7地震仪、RSM-SY8 基桩超声波

CT 成像测试仪、PS1000钢筋探测仪、HSPA20-Ae相控阵超声检测仪、RF-MFM人防防护

门检测平台等各类先进的检测仪器设备共 3000多台(套)；检测工作面积约 12000m2，其

中恒温恒湿面积约 900m2，满足所开展检验检测工作的需求。

图 5 现场检测图片 1 图 6 现场检测图片 2

中心站近年来承担了南水北调中线一期陶岔渠枢纽工程、总干渠安阳段、新乡段、

宝郏段、南阳段工程等项目法人委托第三方检测，同时承担了燕山水库、出山店水库、

前坪水库、引江济淮（河南段）工程、大别山引淮灌溉工程、赵口灌区项目、西霞院枢

纽工程、引九济石工程、袁湾水库工程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质量检测任务，为工程建

设质量控制发挥了技术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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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站重视科技创新，先后获得“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河南省水利科

技进步一等奖”等多项奖励，取得几十项发明专利，多项检测技术成果达到了国内领先

水平，先后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专业论文 200多篇。

二、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河南省水利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站与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进行了深度

的人才培养合作，中心站为学校专业的发展提供了师资和学生实习方面的支持，多年来

校企双方从学生顶岗实习、教师挂职、产学研合作等方面开展合作，到校企共建实训基

地、共同开发教学项目、校企订单培养更为深入的合作，再到推进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模式试点的校企深度融合的合作形式，不断见证了双方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发展进

程。

经过校企协商合作，合作建立河南省现代学徒制示范点，成立专业群现代学徒制建

设指导委员会，创办以王银山教授为主的王银山技能大师工作室，与河南水利与环境职

业学院和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共建生态水利产业学院，与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共

建水利工程系校外实训基地，尤其是在水利水电建筑工程专业学生人才培养上，提供专

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实习、学习场地，参与学院水利水电建筑工程专业的专业建设、

课程建设、教学过程、师资培养等方面。

三、企业资源投入

中心站在学校内投资建设郑港中心，配置万能材料试验机、全站仪等检测仪器设备

142台（套），设备原值 100 余万元，委派包括两名高级工程师在内的六名专业技术团

队常驻，并通过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资质认定评审，具备第三方检验检测的资格与

能力，与学校共同建设工程检验生产型技能实训基地。在郑港中心设立教师企业实践流

动站，承担师生实习实训任务，开展科研与创新相关工作，培养科研技术团队，进行技

术研究和联合攻关，将研究成果及时引入教学过程，促进科研与人才培养积极互动，提

升服务产业能力。

四、企业参与教育教学改革

4.1 人才培养

围绕水利水电建筑工程专业群所服务产业，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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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徒制广场”，实施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充分考虑学生的成长规律和特点，打破传

统学期和课程教学方式，采用“专业认知一跟岗学习一回炉学习一顶岗实习”的教学方

式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中心站选派三名高技能专业人才担任外聘教师，承担水利工程

施工、中国水力史、材料试验、施工质量与安全管理、工程质量检验与评定等课程的教

学任务，参与学校专业理论教学和跟岗、顶岗实习指导。

表 1 中心站外聘教师授课汇总表

授课

教师
课程名称 授课学期 专业名称 班级名称

方飞 水利工程施工 2022-2023-1 学期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19 水建五 1

王银山 中国水利史 2022-2023-1 学期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19 水建五 1

王银山 中国水利史 2022-2023-1 学期 给排水工程技术 21 给排水 1

王银山 中国水利史 2022-2023-1 学期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21 水建 1-4

王银山 中国水利史 2022-2023-2 学期 建设工程监理 21 监理-水利 1

王银山 中国水利史 2022-2023-2 学期 建设工程监理 22 监理-水利 1

梁娟 材料试验 2022-2023-2 学期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22 水建-国际 1-2

图 7 专业认知实习指导

表 2 水利工程专业校企“双培”式培养学生名册（1 班）

序号 班级 姓名 性别 学号

1 22 级卓越大禹班 1 班 吴泽裕 男 221101143

2 22 级卓越大禹班 1 班 蔡黎明 男 221118229

3 22 级卓越大禹班 1 班 王俊峰 男 221101244

4 22 级卓越大禹班 1 班 邓华 男 221118345

5 22 级卓越大禹班 1 班 郭浩宇 男 221101329

6 22 级卓越大禹班 1 班 梁晓龙 男 221101438

7 22 级卓越大禹班 1 班 娄磊 男 221101517

8 22 级卓越大禹班 1 班 刘云涛 男 221101537

9 22 级卓越大禹班 1 班 艾文平 女 22118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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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2 级卓越大禹班 1 班 尚晓歌 女 221120124

11 22 级卓越大禹班 1 班 余舒然 女 221111137

12 22 级卓越大禹班 1 班 李硕 男 221111140

13 22 级卓越大禹班 1 班 牛家乐 男 221111239

14 22 级卓越大禹班 1 班 杨俊俊 男 221120150

15 22 级卓越大禹班 1 班 杨智尧 男 221121324

16 22 级卓越大禹班 1 班 师乃鼎 男 221121353

17 22 级卓越大禹班 1 班 程一龙 男 221121338

18 22 级卓越大禹班 1 班 刘烨 男 221163148

19 22 级卓越大禹班 1 班 胡凯文 男 221121217

表 3 水利工程专业校企“双培”式培养学生名册（2 班）

序号 班级 姓名 性别 学号

1 22 级卓越大禹班 2 班 李政杰 男 221101331

2 22 级卓越大禹班 2 班 王孝军 男 221118222

3 22 级卓越大禹班 2 班 吴韦豪 男 221101423

4 22 级卓越大禹班 2 班 耿浩然 男 221130131

5 22 级卓越大禹班 2 班 王艺菲 女 221130138

6 22 级卓越大禹班 2 班 赵嘉骏 男 221121124

7 22 级卓越大禹班 2 班 程明辉 男 221121319

8 22 级卓越大禹班 2 班 程浩杰 男 221121332

9 22 级卓越大禹班 2 班 高文博 男 221121335

10 22 级卓越大禹班 2 班 李相坤 男 221111119

11 22 级卓越大禹班 2 班 张逸泽 男 221101142

12 22 级卓越大禹班 2 班 周财鑫 男 221101224

13 22 级卓越大禹班 2 班 丁鑫 男 221171134

14 22 级卓越大禹班 2 班 樊荣 男 221166145

15 22 级卓越大禹班 2 班 王艺飞 男 221150133

16 22 级卓越大禹班 2 班 王鹏飞 男 221150229

17 22 级卓越大禹班 2 班 张昊哲 男 221111240

18 22 级卓越大禹班 2 班 王其文 女 226105130

19 22 级卓越大禹班 2 班 薛雨馨 女 221120148

4.2 专业建设

中心站参与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建设，紧密对接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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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多专业交叉融合的专业群，引入行业标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研究制订基于

产业学院的专业群建设标准和建设方案，探索专业群创新发展的新路径。将水利水电建

筑工程专业建成高标准专业群，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程教学资源建设、教材与教法

改革、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实践教学基地等方面探索创新发展的新路径。

图 8 成立生态水利产业学院

4.3 课程建设

积极开发校企合作课程，加快课程教学内容迭代，由中心站提供产业企业所需技术

标准、职业岗位标准，双方协同实施课程开发，建设一批高质量校企合作课程，实现课

程内容与行业标准、生产流程等精准对接，促进学校和企业的深度合作，提高人才培养

的质量和针对性，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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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校企共建课程 1-道路建筑材料

图 10 校企共建课程 2-水力学

4.4 实训基地建设

一是按照“紧跟先进水平、紧贴生产实际、岗位成长成才”的思路，校企双方共同

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同步企业生产技术要求、工艺流程、管理规范、设备水平，并且涉

及整个行业链，实现实训条件与生产设备、实训内容与生产实际零距离，上岗即上手。

二是将中心站相关专业项目、资质、设备等与学院相关教学、实验设备等资源有机结合，

建成兼具生产、教学、研发、创新功能的校企一体、产学研用协同的实训实习基地，依

托中心站实体共建实习实训基地、学徒制培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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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郑港中心办公室 图 12 检测仪器设备

4.5 教材建设

以培养适应企业生产一线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目标，面向区域经济、为当地企业培

养合格的人才服务为前提，开展紧密的校企合作。中心站与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的

紧密合作，更加明确了学生在工作过程中需要哪些理论和技术技能。更加有针对性的特

定需求开发完善课程标准、教学计划和教材。中心站的专家积极参与到“工学结合”教

材编写中，在课程教学团队预先设计的问题导引基础上发挥作用。在教材编写涉及到的

工作程序、操作规范、技术标准、生产条件等具体问题是否符合行业企业实际，提出建

设性意见。

五、助推企业发展

依托中心站，实施校企双主体人才培养，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

素全方位融合，不断为社会培养输送“适销对路”的优秀毕业生。同时，积极构建多方

参与的科技创新与培训平台，建设科技服务团队，整合各成员单位资源，统筹区域职业

教育向纵深发展。

根据中心站用人需求，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水利工程系多名学生在本公司进行

顶岗实习，并与符合公司发展的学生签订就业协议，充实本公司的技术力量，为本公司

的发展补充新鲜血液。

六、问题与展望

1.问题

中心站与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的合作已有显著成效，但还存在些许不足。近年

来，水利行业发展形势总体向好，学院与行业企业合作比较广泛。但对产业发展要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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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人才需求的总体把握仍有待于进一步精准化，企业参与办学和人才培养的积极性有

待提高，学院与企业的产教融合办学机制仍需要进一步深化。

2.展望

中心站将进一步深化同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的合作，巩固已有校企合作成果，

推进高职教育产教融合的发展。在新的一年计划进一步提升资金支持，以进一步深化校

企合作，加强学生素质培养；巩固已有成绩，冲击新的高点是新学年的工作重点；安排

学校老师到企业培训，提升校方专业课老师技能水平，校企共建教师团队；企业将通过

开展行业大咖讲座、行业优秀工程师讲座、企业人力资源讲座、知名企业参观、企业模

拟面试、校友经验分享、特色职业素养拓展活动、期末实训项目大赛等多种丰富多彩的

活动，来提升学生的各项技能水平，帮助学生完成学员到职工的身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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