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诺书

本人申报 2022 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郑重承

诺：

1. 对填写的各项内容负责，成果申报材料真实、可靠，

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未弄虚作假、未剽窃他人成果。

2. 成果奖评审工作期间，不拉关系、不打招呼、不送礼

品礼金，不以任何形式干扰成果奖评审工作。同时，对本成

果的其他完成人提醒到位，如有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接受

取消参评资格的处理。

3. 成果获奖后，不以盈利为目的开展宣传、培训、推广

等相关活动。

成果第一完成人（签字）：

2022年 9月 29日



一、成果简介（可另加附页）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年 月
所获奖项名称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2021 年 8 月

国家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

地培育项目（城轨工程施工虚拟仿真实

训基地）

国家级 教育部

2019年12月
国家特色高水平专业群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专业群）
国家级 教育部

2019 年 6 月
国家级骨干专业（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

术专业）
国家级 教育部

2020 年 3 月
IEET 国际专业认证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专业）
国家级 中华工程教育学会

2018年12月
教育部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专业）
国家级 教育部

2017 年 9 月
全国交通运输大类示范专业点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专业）
国家级 教育部等五部委

2022 年 1 月
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创新团队）
省 级 黑龙江省教育厅

2021年10月
黑龙江省高水平建设专业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专业）
省 级 黑龙江省教育厅

2020 年 9 月
教学成果奖（对接盾构产业高端的应用

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路径与实践）
省 级 黑龙江省教育厅

2018 年 7 月
教学成果奖（“中铁模式”现代学徒制

实践与推广）
省 级 黑龙江省教育厅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2017年 5月 实践检验起始时间:2019年 6月
完成：2019年 5月

1.成果简介

（一）创新了“双轨双域、三标融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与哈尔滨地铁公司深度融合，创新了课程标准与行业标准、职业标准相融通的“双轨双域、

三标融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二）搭建了“七维联动”协同育人平台

校企创新实践了育人活动共开展、特色教材共开发、课程标准共研制、创新团队共打造、实

训基地共建设、高端证书共开发、创新创业共开展的“七维联动”协同育人平台。

（三）优化了“三阶段三层次三维化”课程体系

校企构建了“体验认知+演练提升+顶岗实习” 三阶段、“岗位能手+技术熟手+技能高手”三

层次、“课程模块化、内容项目化、项目岗位化”三维化的课程体系。



（四）开发了“工作手册式+微课版” 新形态特色教材

校企开发了国家级《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测量》教材 2部，新

形态特色教材 10 部。

（五）打造了“两平台四区八中心”共享型实训基地

校企共同研发了“管评考一体化及云共享”两平台，共建了公共区（测量、识图、项目管理

中心）、专业区（轨道工程、盾构施工中心）、体验区、研创区（BIM 应用、盾构创新中心）“四

区八中心”国家级城轨工程施工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六）构建了“双配置、结构化”创新团队

校企共建设了省级“城轨工程技术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2.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 培养模式和育人机制与生源多元化的适应性不高

2. 课程结构和教材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契合度不高

3. 实训基地和师资队伍与施工现场生产的融合度不高

（二）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 构建“双轨、多元、七维”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复合型人才培养提供了多元的知识和能

力供给。

针对培养模式和育人机制与生源多元化的适应性不高，一是与哈地铁等企业长效合作形成

“双轨管理机制”；二是创新了普通高中毕业生、中国中铁系统内单独招生、社会扩招生三类生

源的多元人才培养模式；三是基于成果导向的人才培养理念，接轨国际标准，共同搭建“七维联

动”协同育人平台，最大化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双轨双域、三标融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七维联动”协同育人平台



2. 构建“阶段式、分层式、模块式”的一体化教学体系，为复合型人才培养提供了内容和

方法支撑。

针对课程结构和教材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契合度不高，一是基于校内实训基地训练基本岗

位职业技能；二是依托校内校外实训基地轮训核心岗位职业技能；三是进入企业顶岗实习培养学

生的岗位拓展职业技能；四是开发同步施工生产、适应产业升级、融入企业文化的新形态系列教

材，最终构建形成一体化教学体系，强化培养学生职业能力。

“三阶段三层次三维化”课程体系

3. 构建“职业性、先进性、共享性”的实践教学基地，为复合型人才培养提供了个性成长

和创新能力发展空间。

针对实训基地和师资队伍与施工现场生产的融合度不高，一是校企打造了科技引领、虚实结

合的城轨施工虚拟仿真实训基地，营造真实环境，演练真实项目，引入前沿设备，融入四新技术，

实现虚仿基地现场化；二是建立校企人员双向流动互兼互聘机制，形成了“大师+名师+双师”的

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模式，实现课程教学、研发、服务三位一体化，从而推动产教深度融合。

“两平台、四区八中心”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3.创新点

坚持立德树人，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既是本成果的设计初心，也是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办学新高度。本成果立足高职院校办学实际，引入大数据信息化管理，

为新时代办好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同类专业提供中铁模式的实践范式。

（一）新模式：创新了以培养高质量复合人才为目标的现代学徒制模式

本成果人才培养创新理念是：以校企合作为基础，以岗位能力为本位，以技能大赛为引领，

融入行业标准，将职业资格证书与课程内容相融合，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与岗位实际需求相匹配，

完成高素质高技能创新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二）新体系：构建了以学生为中心成果为导向的融合育人教学体系

本成果育人体系创新理念是：坚持立德树人为根本，三全育人、五育并举，在育人团队的集

体力量下，使“三维化”课程体系有机整合“思政课课程体系”与“协同育人体系”，形成了以

学生为中心的“知识探究、能力提升、素质培养、人格养成”四位一体的育人教学体系。

（三）新文化：厚植了以专业特色为底蕴的新生态校企文化

本成果育人文化创新理念是：实现了校企文化的对接与融合，秉承了“厚德载物、笃行志远”

校园文化精神，开创了新生态的校企文化融通，彰显了“铸开路先锋，展盾构风采”的职业教育

特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传承匠心文化，弘扬“攻坚克难、勇往直前”的劳

模精神，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职业教育使命。



4.推广应用效果

（一）示范引领辐射强

新模式在学校内部和中铁系统的推广。城轨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成功模式在校内得以推广，同

时得到了系统内职业院校的高度认可，先后在中铁衡水铁路电气化学校、山海关铁路技师学院推

广应用。建设模式在学院公众号、中国中铁微信公众号等宣传报道。

建设成果在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的推广。校企共建的在线开放课程、新业态系列教材被广西

理工职业技术学院、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泰山职业技术学院等 11 所院校选用。校企研发的

三维盾构实训云平台系统 V2.0、盾构 3D 模拟操作系统、3D 凿岩台车等软硬件在中国中铁各二级

单位的企业员工培训推广使用。

（二）人才培养质量高

近三年本专业学生参加各级各类部门主办的技能大赛获得奖项6项，其中国家级大赛2项，省

级大赛获奖4项。21年学生参加BIM技能证书通过率达88%。专业牵头的城轨专业群近三年为中国

中铁等企业培养了一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2700余人，毕业生就业率95%以上，就业于大型国

有企业比例超过80%，用人单位满意度高。

人才培养质量分析图

（三）产教融合硕果多

将生产性盾构机投放在哈尔滨地铁3号线、西安地铁1号线，用于地铁掘进施工，助力企业累

计完成中标合同额为1.5亿元以上的施工生产任务。团队赴哈地铁2号线等施工现场开展项目咨询

、进度管控等技术服务，服务到款额800余万元。开展横向科研课题研发17个，获批国家专利22

项，承办职工岗位技能14项大赛。

社会服务成果分析图



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一完成人

姓 名
杜晓波 性别 男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1976年 11月 工龄/教龄 22

工作单位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现任职务 党支部书记、专业部长

最后学历 本科 职称 教授

现从事工作及专

业领域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联系电话 13654550513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5 年，主编国家职业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

测量》；2017 年，中铁宏达中心优秀教师；2018 年 7 月，“中铁模式

现代学徒制实践与推广”获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019 年，获批中铁

三局优秀教师；2020 年，对接盾构产业高端的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的建设路径与实践项目获黑龙江省教学成果一等奖；2021 年，获批中

铁国资优秀教师。

主

要

贡

献

作为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专业负责人，带领团队进行多维度专业建设。

1.带领团队进行国家骨干院校项目、黑龙江省高水平专业项目、国家特高专业

群项目、国家级现代学徒制项目建设，使专业在人才培养模式、实训基地、课程、

教材、师资、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快速发展。

2.带领团队进行悉尼协议专业认证，使专业对接国际标准。

3.专业与黑龙江工程学院共同开展五年制高本贯通式培养，进一步提高了专业

的办学层次。

4.主持建设地铁施工智慧工地实训室、地铁施工智慧教室等。主持开发线上课

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城市轨道交通高架桥施工技术》。

本 人 签 名：

2022年 9月 25日



完成人情况

第（2）完成人

姓 名
刘慧玲 性别 女

政治面貌 群众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1974年 01月 工龄/教龄 23

工作单位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

学院
现任职务 专业部长

最后学历 本科 职称 教授

现从事工作及专

业领域
教师 联系电话 13703609036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21年获评中铁国资优秀教师

主

要

贡

献

（一）课程

1.省级精品课程《工程项目管理》的课程负责人。

2.校级精品课程《土力学与地基基础》的课程负责人。

3.国家级精品课程《轻轨与地铁施工技术》主讲教师。

4.省级精品课程《盾构施工》主讲教师。

（二）教材

1.主编教材《工程项目管理》。

2.参编新业态教材《城市轨道交通高架桥施工技术》。

3.主编校企特色教材 1 部；合著高职高专教材 3 部。

（三）参与项目

2021 年参与国家职业教育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培育项目申报和建设；2019

年参与国家特色高水平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专业群项目申报和建设；

2019 年参与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专业国际专业认证；参与黑龙江省高水

平专业高水平院校建设项；参与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专业群资源库建设。

本 人 签 名：

2022年 9月 25日



完成人情况

第（3）完成人

姓 名
李月娇 性别 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1993年 11月 工龄/教龄 2

工作单位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

学院
现任职务 专任教师

最后学历 研究生 职称 助教

现从事工作及专

业领域
专任教师 联系电话 18846775527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20 年，指导学生参加黑龙江省大学生结构设计大赛，获省二

等奖优秀指导教师；2021 年，指导黑龙江省大学生交通科创大

赛，获省二等奖优秀指导教师；2021 年，参加国家级城轨工程

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的申报建设工作，并获首批国家职业教育示

范性虚拟仿真基地培育项目；2022 年，参加教学能力大赛，获

省级三等奖。

主

要

贡

献

1．参与：协助团队形成“双轨、多元、多维”的人才培养模式，参与“两

平台四区八中心”共享型实训基地建设工作；参与相关制度的建设、平台构

建、管理文件的制订、相关改革措施的研究和实施；参与起草、撰写本成果

实施的总结报告；参与项目总结、交流、应用推广。

2．实践：实施“三维化”课程教学。担任 20 级城轨《高架桥施工》课程

的教学工作，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开展课程模块化、内容项目化、项目岗位化

教学。实施过程中，长期坚持教学方式的改革与创新，坚持以教师为主导，

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学生参与，努力探索并推动

项目建设。

3．评估：制定评估工具，如问卷调查表、满意度调查表，及时反馈，总

结经验和教训。

本 人 签 名：

2022年 9月 25日



完成人情况

第（4）完成人

姓 名
刘伟楠 性别 蒙古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1983年 5月 工龄/教龄 17年

工作单位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

学院
现任职务 教师

最后学历 本科 职称 副教授

现从事工作及专

业领域
教学 工程试验 联系电话 18846923490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8 年黑龙江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二等奖。

2019 年黑龙江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

2020 年全国职业院校“南方高铁杯”铁路工务作业虚拟仿真技

能竞赛“工务标准化作业赛项”二等奖、“轨道精测赛项”二等

奖。

主

要

贡

献

本人参与了城轨专业 IEET 国际专业认证、黑龙江省“双高”高水平院校

城轨专业群建设和高水平专业建设、城轨专业高职本科申报工作、“特高”建

设等相关工作，主编了新业态一体化教材《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维护技术》教

材，担任《城市轨道交通导论》课程的建设负责人，参与《工程材料试验与

检测技术》微课建设，参与国家级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的建设

相关工作，以及申报教学成果的佐证材料的搜集及整理工作。

本 人 签 名：

2022年 9月 25 日



完成人情况

第（5）完成人

姓 名
蔡英利 性别 男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1982年 7月 工龄/教龄 15年

工作单位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

学院
现任职务 教师

最后学历 本科 职称 副教授

现从事工作及专

业领域
教育教学 土木工程 联系电话 15046678919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无

主

要

贡

献

1.自参加工作以来，主要教授课程有《工程测量》、《盾构施工技术》、《地

铁施工技术》等课程。

2.2019 年 6 月，负责编写并出版《盾构机操作与维护》教材。

3.2020 年 9 月，参与《对接盾构产业高端的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的建

设路径与实践》申报并获省级一等奖。

4.2021 年 6 月，主持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基于盾构产业园的校

企协同育人机制改革研究与实践》，并已结题。

5.一直参与学院省双高和国双高建设工作。

6.自2020年，参与中国中铁各类盾构机操作工技术技能培训与大赛工作。

本 人 签 名：

2022年 9月 25日



完成人情况

第（6）完成人

姓 名
陈凤英 性别 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1982年 4月 工龄/教龄 17

工作单位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

学院
现任职务 教师

最后学历 本科 职称 副教授

现从事工作及专

业领域
教育教学 联系电话 19302898206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1.2018 年 9 月黑龙江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二等

奖；

2.2019 年 9 月黑龙江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三等

奖；

3.2021 年 1 月全国职业院校“南方高铁杯”铁路工务作业虚拟

仿真技能竞赛“轨道精测”赛项二等奖；“工务标准化赛项”二

等奖；

4.2021 年 9 月《土力学与路基》首届全国教材建设二等奖。

主

要

贡

献

1.发明实用新型专利共 2 项，均为已授权，其中 1 项已推广主持“黑龙

江省职业教学协会”组织的“十三五”规划课题“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专

业现代学徒制的实践与研究”已结题。

2.在国家级期刊发表“川藏铁路贡多顶隧道高地应力特征及工程技术分

析”等论文十余篇。

3.作为第一第一主编，出版在铁道出版社出版高等职业教育城市轨道交

通工程技术专业“十三五”规划教材《城市轨道交通路基工程》作为副主编，

出版《线路维护工》《土力学与路基（第三版）》《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维护技术》。

本 人 签 名：

2022年 9月 25日



完成人情况

第（7）完成人

姓 名
刘巧静 性别 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1983年 10月 工龄/教龄 16

工作单位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

学院
现任职务 教师

最后学历 本科 职称 副教授

现从事工作及专

业领域
教师专长城轨施工 联系电话 13613644063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无

主

要

贡

献

1.参与编写出版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与概预算》、《城市

轨道工程施工》等多本教材。

2.参与完成了《轻轨与地铁施工技术》国家级精品课程的建设。

3.参与完成了《CEO-DT-CDIO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主持课题《基

于 MA-CDIO 现代学徒制培养体系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的研究。

4.到杭州参加《国家级教学资源库建设》培训，参加《十八步教学法》

培训。

积累了许多人才培养的经验，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城轨工程复合

型人才培养的探索和实践中，与团队成员一起进行调研，参加企业学校专家

的论证，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在教学中进行实践与推广，取得了显著成

效。

本 人 签 名：

2022年 9月 25日



完成人情况

第（8）完成人

姓 名
朱曼丽 性别 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1987年 1月 工龄/教龄 12年

工作单位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

学院
现任职务 教师

最后学历 本科 职称 副教授

现从事工作及专

业领域
教师/力学 联系电话 15045104033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无

主

要

贡

献

1.2018年 12月-2019年 4月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加全国教科文“十三五”

规划课题子课题“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必要性及其实践探讨”项目，并在全

国教科文“十三五”规划课题项目办举办的优秀科研成果评选活动中被评为

一等奖。

2．2015 年 6 月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加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

划重点课题子课题“高铁专业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的研究”项目；

2016 年 12 月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加黑龙江省职业教育学会“十三五”规划课

题“高职院校高速铁道技术专业实训室建设与研究”项目；2018 年 3 月作为

主要参与人参加黑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成果名称为“基于

校企多层次信息化交互下的‘盾构产业园’构建与应用”，获得省级教学成果

奖二等奖。

3.发明实用新型专利:“建筑钢梁力学职称结构”、“利用力学平衡原理的

定点平衡吊具”。在《文化研究》、《建筑学研究前沿》、《防护工程》、《基层建

设》、《工业 C》、《工程技术》、《科学与财富》期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 7篇。

4．2018 年 1 月在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论著《土力学与地基基础》1

部，副主编，该教材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2019 年 1 月在中

国铁道出版社出版论著《城市轨道交通路基工程》1部，副主编。

5.2017 年获黑龙江省结构大赛优秀指导教师；2017 年获全国力学大赛

优秀指导教师；2019 年获黑龙江省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2020 年获黑龙江省

结构大赛优秀指导教师；2020 年获校级优秀教师。

本 人 签 名：

2022年 9月 25日



完成人情况

第（9）完成人

姓 名
梁卿 性别 男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1985年 3月 工龄/教龄 14

工作单位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

学院
现任职务 教师

最后学历 大学本科 职称 副教授

现从事工作及专

业领域
教师/工程测量 联系电话 17745676956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无

主

要

贡

献

1.全程参与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该基地获首

批国家职业教育示范性 虚拟仿真基地培育项目。

2.主持黑龙江省职业教育学会课题《城轨专业群高水平实训基地实现路

径探究》。

3.先后负责《工程制图与识图》、《轨道施工测量》等课程建设，主要工

作包括子项目参数估算、脚本编写、PPT 制作、容媒体教材编写、录课、题库

建设等工作。参与虚拟仿真项目“7 模块+1 中心”仿真教学资源建设。主要

负责地铁施工测量虚拟仿真系统参数制定与分析，同时负责虚拟仿真年度平

台填报工作。

本 人 签 名：

2022年 9月 25日



完成人情况

第（10）完成人

姓 名
杨宝宁 性别 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1986 年 2月 工龄/教龄 13

工作单位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

术学院
现任职务 教师

最后学历 大学本科 职称 副教授

现从事工作及专

业领域
教师/工程试验 联系电话 13804524925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5.1 获中铁工程总公司“青年教师教学岗位能手标兵”

2015.3 获中铁宏达“青年教师教学岗位能手标兵”

2016.6 获第七届黑龙江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优秀指导教师”

2018.5 获黑龙江省结构设计大赛“三等奖”

2021.7 获黑龙江省结构设计大赛“三等奖”

主

要

贡

献

1.主持黑龙江省职业教育学会课题《基于“双高计划”背景下城市轨道

交通工程技术专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机制建设研究》。

2.参与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该基地获首批国

家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基地培育项目。

3.参与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

4.先后参与负责《混凝土结构》、《工程试验与检测》、《路基路面施工与

检测》等课程建设，主要工作包括子项目参数估算、脚本编写、PPT 制作、容

媒体教材编写、微课录制、题库建设等工作。其中《混凝土结构》获得省级

在线精品课程。

本 人 签 名：

2022年 9 月 25日



完成人情况

第（11）完成人

姓 名
姚前伟 性别 男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1985年 2月 工龄/教龄 17

工作单位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

学院
现任职务 主管

最后学历 本科 职称 高级工程师

现从事工作及专

业领域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管

理
联系电话 18603668858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1.《哈尔滨市轨道交通安全质量监督信息化管理建设研究》，

2020 年在哈尔滨市获得荣获黑龙江省城乡建设科技进步一等

奖。

2.《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工程安全风险管控探讨与风险》，2020

年在哈尔滨在荣获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咨询部工程技术课题管

理委员会颁发的重点项目可研壹等奖）。

主

要

贡

献

1.与专业一起开发课程体系。

2.与专业教师共建课程。

3.与专业教师共同编写相关教材。

4.与专业共同建设实训基地。

5.与专业教师共同进行课题开发。

本 人 签 名：

2022年 9月 25日








	（二）搭建了“七维联动”协同育人平台
	（三）优化了“三阶段三层次三维化”课程体系
	（四）开发了“工作手册式+微课版” 新形态特色教材
	（五）打造了“两平台四区八中心”共享型实训基地
	（六）构建了“双配置、结构化”创新团队
	3. 实训基地和师资队伍与施工现场生产的融合度不高

	2. 构建“阶段式、分层式、模块式”的一体化教学体系，为复合型人才培养提供了内容和方法支撑。
	3. 构建“职业性、先进性、共享性”的实践教学基地，为复合型人才培养提供了个性成长和创新能力发展空间

	（一）新模式：创新了以培养高质量复合人才为目标的现代学徒制模式
	（二）新体系：构建了以学生为中心成果为导向的融合育人教学体系
	（三）新文化：厚植了以专业特色为底蕴的新生态校企文化

	（一）示范引领辐射强
	（二）人才培养质量高
	（三）产教融合硕果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