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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广大考生注意：工程硕士大学课堂将与生产实践楔入式

深度融合。 王家夫在锦州石化公司做了十几年的员工培训工

作，现任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同时兼任公司培

训中心主任。他和记者谈起做培训中心主任的酸甜苦辣。当

年，国有企业“办社会”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办教育，从中

小学到技工学校、再到职工大学，一应俱全且兴盛至极，王

家夫实际成了国有企业的“教育局长”。伴随着国有企业体

制和机制的全面改革，企业“办社会”的职能逐渐萎缩，“

企业教育”也由盛而衰，这就给企业员工培训工作带来了不

小的冲击。 王家夫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了美国、日

本和加拿大等国的职业教育模式，他认为，中国的职业教育

，最可行的是走一条既有行业支撑，又有企业支持的校企合

作办学道路。 基本框架 王家夫的观点，并非单纯的理论探讨

。事实上，他已作了充分的调研，基本形成了一个大胆可行

的校企合作方案。 2000年前后，锦州石化公司实行减员增效

等一系列人事制度改革，一大批员工通过下岗、分流、买断

等形式离开了企业，其中不乏一定数量的技术型员工。作为

企业员工培训工作的组织者，王家夫面对这样的形势忧心忡

忡：“企业流失了不少技术人才，有些工种和岗位已经青黄

不接了！” 与此同时，辽宁省石油化工学校正面临着几乎无

路可走的窘境：办学层次不高、办学规模不大、办学方向不

新。这样的形势下，企业办的职工大学和原辽宁省石油化工



学校采取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申办高职院校成为必然

。2002年1月，经辽宁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原锦州石化

职工大学与辽宁省石油化工学校合并，成立辽宁石化职业技

术学院。省教育厅与锦州石化公司签订了“共建协议”，学

院实行校企合作办学体制。共分为3个校区，在校生5000多人

，设置专业25个，主要面向石油化工行业。 从2002年初到现

在，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的校企合作之路已经走过了6个年

头。那么，效果如何呢？王家夫称这是一次破冰之旅，并用

“楔入式深度融合”来概括校企合作的发展。 在校企合作的

很多环节，关于资产“是你的还是我的”的争论始终不绝于

耳，资产权属问题仍是难以突破的瓶颈。对此，王家夫的观

点是不要考虑资产归谁的问题，要考虑能否为我所用的问题

。三方投资建设实训基地就是很好的例证。现在，学院和锦

州市燃气总公司合作建设了燃气实训中心，和海尔集团合作

建设了辽西地区制冷实训基地。 在校企合作中，还有一个关

键性难题，那就是人事问题。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辽宁

石化职业技术学院，除了党委书记王家夫在锦州石化公司兼

任职务外，院级领导、中层干部，还有普通教师，有很多这

样“双任职”的情况，人事方面达到了楔入式深度融合。几

年下来，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构筑了“资产不变

、人事融合、资源共享”的基本框架。柳暗花明在校企合作

实践中，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进行了专业建设的大胆创新

，推行多样化的“工学结合”模式。学院成立了由企业工程

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学院专业教师组成的“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校企双方共同分析和确定各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

与专业建设方案，采取“专业 服务”、“专业 公司”等与企



业现场接轨的专业建设途径。学院石油化工生产技术专业被

确定为国家级专业教学改革试点专业、省级品牌专业，改革

方案被评为辽宁省教育科研二等奖。截至目前，学院已有4个

专业被确定为省级示范专业。 院在对毕业生和就业基地企业

进行跟踪调查的基础上，深入探索“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

模式。每个专业至少选择3门核心课程进行基于工作任务的“

工学结合”改革；建立与企业进行教学内容遴选的互动工作

机制，每年定期调整更新一次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力求职业

性和实践性；以各专业所涉及工种的国家职业资格标准并结

合企业实际设置课程，及时吸纳企业一线的新知识、新技术

、新工艺、新材料、新标准、新设备等内容，引进了具有现

代石化企业特点的HSE课程体系。在教学中强调“学中做”

、“做中学”，在与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合作的基础上，编写

切合实际的校本教材。 资源在共享中发展壮大，学院和企业

迎来了柳暗花明的发展机遇。在采访中，王家夫举出这样两

组数据，颇能说明校企之间互惠共赢的和谐发展势头。 一组

数据是：校企合作实现了师资、设备等方面的资源共享，学

院每年节省开支200多万元；锦州石化公司每年无偿接收1500

人（次）学生实习，学院节省实习费用30多万元；锦州石化

公司投入11000平方米房产，外加设备投资约为1200万元，与

学院合作创建了实训基地，今后每年仍以300万元的规模追加

投资；此外，锦州石化公司平均每年接收学院毕业生就业

达70多人。 另外一组数据是：学院承担了锦州石化公司全部

的员工培训任务，每年大约1.2万人（次）接受培训；每年大

约有1500名员工在学院接受职业技能同级和升级鉴定；学院

与天津大学合作，建设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基地，几年来为



企业培养了75名工程硕士；2003年，锦州石化公司申办了辽

西地区第一个博士后工作站，工作站由学院南校区负责全程

管理。 拓宽突破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工学结合”的人才

培养模式吸引了职业教育界关注的目光。2007年10月20日，

全国职业教育“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进学习制度创新

”专题研讨会在这里举行。 据介绍，这次研讨会主要针对新

形势下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学习制度创

新进行了探讨。参加研讨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教育行政主管

部门分管职业教育的局长、处（科）长、教研科室主任、研

究员等，有职教中心负责人，各职业院校领导、教务处长、

教师，还有教育部高职高专化工技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职成教育研究所、沈阳市职业与成人教

育研究室的领导和专家。与会人员对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工学结合”的办学特色给予充分肯定和赞赏。 在积极探索

“工学结合”办学模式的同时，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发挥

学科优势，全面开展普惠制就业培训，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继续教育处处长刘爱民介绍，该院结合办学条件和锦州就业

市场情况，以二产工种培训为主，重点培训维修电工、维修

钳工、电焊工等工种。在培训中，他们采取集中培训、分散

培训、订单式培训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始终保持了较高就业

率。制冷设备专业采取了订单式培养形式，第一期学员的就

业率就达到了60%以上。 截至目前，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已经开展普惠制就业培训7个工种、3期学员，共计869人。刘

爱民告诉记者，他们今后将积极开展与各个中专学校的联合

，充分挖掘利用培训资源，重点对下岗失业人员和进城农民

工进行培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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