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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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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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果简介

进入新时代，国家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调整提出更高要求。企

业对混合型、创新型、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量持续增加，德技双修成为职业

教育人才培养趋势。

2017年由全国交通工程机械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对247家企业、26所院

校、23个行业管理部门、658名毕业生进行了调研，工程机械类专业人才培

养存在人才需求量持续增加与素质培养难以适应发展的矛盾。主要体现在

：一是工程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难以满足行业发展要求。智能化、数字化

发展已经成为工程机械行业发展必经之路，职业院校工程机械类专业人才

的培养已难以满足发展要求；二是工程机械类专业所培养人才与企业岗位

需求对接不紧密。企业需要的人才不仅要有过硬的技术技能，更要有奉献

精神、工匠精神以及持续发展的后劲；三是校企深度融合不足，缺乏实质

性合作内涵，影响和制约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在

教学标准、实训条件、师资队伍、教材用书等存在很多长期以来难以解决

的“顽疾”，难以满足岗位技能要求。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和“高等职业教

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文件精神，着手探索构建校企协同“一标准三核心

九共同”人才培养模式：“一标准”指主持制定高职公路机械化施工技术

专业国家教学标准；“三核心”指以理想信念坚定、德技并修、全面发展

为导向，培养学生“德技力”三个核心能力——德以树人、技以立业、力

以发展；“九共同”指校企共建九个育人平台——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共同构建课程体系、共同开展课程建设、共同建设实训基地、共同培养

师资队伍、共同建设校园文化、共同制定评价标准、共同实现招生就业、

共同服务经济社会，强化校企融合内涵建设，探究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历经12年探索研究、实践应用，该模式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果。

工程机械运用技术专业在2010、2017、2019分别被认定为中央财政重

点支持建设专业、全国职业院校交通运输大类示范专业点、国家级骨干专

业；建成教育部批准的生产性实训基地——工程机械再制造实训基地；参

建工程机械运用技术专业国家资源库项目。学生参加技术技能比赛，获国

家级奖项8个，省级奖项1个；2013届工程机械运用技术专业毕业生杨彦珠

，入职昆明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2016、2018年分别获“全国优秀共青团

员”、“ 云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2.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方案

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一是工程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难以满足行业发

展要求；二是所培养人才与企业岗位需求对接不紧密；三是校企深度融合

不足，缺乏实质性合作内涵。

解决方案：探索构建“工程机械类专业校企协同“一标准三核心九共

同”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并实施。

（一）“一标准”指主持制定高职公路机械化施工技术专业国家教学

标准，解决行业对人才需求脱节问题。

（二）“三核心”指培养学生“德、技、力”三个核心能力，解决所

培养人才与企业岗位需求对接不紧密问题。

1、坚持“德以树人”，培养学生职业素养、锻造工匠精神

深挖课程思政元素，在教学中凸现思想引领和价值塑造，培养学生职

业素养，锻造工匠精神，探索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

统一。

2、坚持“技以立业”，提升学生技术技能

强化技术技能培养，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融通合一、专业教学与工



作实践学做合一、能力培养与工作岗位对接合一。

3、坚持“力以发展”，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培育持续发展的能力

发挥第二课堂作用，借助“挖掘梦想，装载成功”系列活动文化平台

，培养学生综合能力。通过认知觉醒，职熵提升，助力启航，形成岗位胜

任力进阶化，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增强学生学习内驱力，培育学生持续发

展能力。

（三）“九共同”指与三一重工、柳工集团等知名企业合作，共建九

个育人平台，解决校企融合实质性内涵缺失的问题。

1、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校企共同组成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以国

家教学标准为引领，共同制定工程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共同构建课程体系：围绕工程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系统构建

课程体系，合理设置专业课程。

3、共同开展课程建设：将职业素质、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与教育教学

规律相结合，制定课程标准。

4、共同建设实训基地：校企共建“国家级-省级-校级”三级联动实训

基地，提升学生的职业岗位技术技能。

5、共同培养师资队伍：双岗互聘、师资共享，校企共同打造“双师型

”团队。

6、共同建设校园文化：校企共同打造“挖掘梦想 装载成功”系列活

动文化平台，行业文化走进校园、企业文化走进教材、职业文化走进课堂

，树立文化自信。

7、共同制定评价标准：校企共同制定专业人才培养评价标准，科学客

观评价学生学业。

8、共同实现招生就业：与合作企业实行“订单”式培养，做到资源共

享、渠道共享、平台共享，实现招生就业进出两旺。

9、共同服务经济社会：发挥校企协同优势，共同开展技术技能培训，

服务当地经济社会。



3. 创新点

（一）原创性提取职业教育“大职教”理念为指导

1926年黄炎培先生提出大职业教育方针，指出"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

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的沟通联络。"强调了职业教育与社会的沟通融合。

校企“一标准三核心九共同”育人模式综合分析时代要求、职业教育对人

才培养趋势，原创性提取职业教育中“大职教”理念为指导，实践中加以

纵向、横向贯通运用。“一标准”是国内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所共同遵循的

国家教学标准；“三核心”要求在提高学生职业技能的同时强化德育培养

，与2018年国务院颁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20年教育部

出台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的人才培养思路不谋而合

；校企“九共同”共商育人方案、共建育人平台、共享育人成果。2010年

到2021年工程机械类学生平均就业率为97.35%。实现了学校、企业、学生

三方共赢，真正诠释了职业教育校企深度融合的意蕴，体现“大职教”要

求，为其他院校在校企深度融合的育人模式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创造性提供解决职业教育“两张皮”思路

“一标准”—主持制定的公路机械化施工技术专业国家教学标准，形

成以知识传授为基础，以能力培养为关键，以价值观塑造为根本的育人标

准，对于解决以往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更注重专业技能，忽视价值引领，长

期存在专业知识、技能传授与德育培养“两张皮”现象，有着不可忽视的

重要作用。“三核心”—培养学生“德技力”核心能力，树立“劳动创造

幸福、实干成就伟业”理念；2013届智能工程机械运用技术专业毕业生杨

彦珠，入职昆明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2016、2018年分别获“全国优秀共

青团员”、“ 云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三）拓展性开发校企深度融合路径

以校企“九共同”为平台，通过教育教学过程与学生日常学习、生活

融合，教师教学与管理人员管理融合，学校教学与企业实践融合，企业导



师与学校导师相融合，整合各种教育教学资源，形成育人合力，充分展现

“三全育人”实效。麦可思数据表明，企业对工程机械类学生岗位能力等

方面的满意度高；学生在各种技能比赛中取得突出成绩：获国家级奖项8个

，省级奖项3个；2018年“工程机械运用技术专业校企合作典型案例”被评

为云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优秀典型案例。2019年教育部批准的生产

性实训基地——工程机械再制造实训中心，为企业带来年均1000万元的经

济效益。

4.推广应用效果

（一）成果应用效果

①校内应用效果

培养的学生得到企业、社会高度认可。根据麦可思数据：工程机械类

专业的专业建设评价、学生满意率、社会评价等多项指标列学校前列，学

生毕业半年稳定月收入超4000元。受疫情影响，2021年年终就业率仍达到

95.7%。

专业建设成效显著，发挥辐射引领作用。在国家教学标准的引领下，

工程机械运用技术专业先后被认定为中央财政重点支持的国家级示范专业

、全国交通运输类专业示范点、国家级骨干专业；云南省特色、骨干专业

。打造了“名师+双师型”的省级教学团队，目前拥有云南省“万人计划”

教学名师、“云岭教学名师”、云南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享受云南省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1人。以名师引领“双师型”队伍建设，建成了省级教学团

队、名师工作室、技能大师工作室各1个。校企共建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

实训中心，省级实训基地、虚拟仿真实训中心以及校级企业产品技术实训

室等。按照课程标准和“岗课赛证”需求，编写出版了高职工程机械类专

业工学结合系列教材、实训指导书共18本（4本国家、省规划教材），被广



泛运用于国内开设工程机械类专业院校。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有实效。“一标准三核心九共

同”人才培养模式实践以来，培养工程机械类专业人才超过 2000 人；仅

云南阳光道桥股份有限公司的工程机械类专业毕业生中，38人参建了老挝

、巴基斯坦、尼日尔、缅甸等多国的项目。

②校外应用情况

校企协同“一标准三核心九共同”人才培养模式广泛运用于国内开设

的工程机械类专业院校，包括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吉林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双高”学校，纷纷表示：该育人模

式具有很强示范引领作用。

（二）成果推广效果

①对外帮扶

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主编《中国筑养路机械设备手册》（上、下册）

，被各单位广泛使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为云南省公路局培训在职养

护机械维修操作人员6000余人。

②社会影响

国内影响。2011年项目主持人在中国公路学会筑路机械分会上就育人

成效进行交流发言。主持设计2018年中国技能大赛“中联重科杯”筑路工

竞赛方案、云南省首届挖掘机操作工技术技能大赛、3届“云天化杯”矿山

设备技能大赛竞赛方案。

国际影响。2018年项目负责人到泰国帮帕空、班塞职业学院指导专业

建设、课程设置。2019年项目负责人在中国-东盟交通职业教育联盟会议上

做交流发言并主持制定高职工程机械专业国际留学生培养标准。



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一完成人

姓 名
张爱山 性别 男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族

出生年月 1964年11月 工龄/教龄 38/38

工作单位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现任职务

汽车与机电工程学

院院长

最后学历 大学本科毕业 职称 教授/高级工程师

现从事工作及专

业领域

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与

教学管理、工程机械
联系电话 13708700462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1.2021年，获云南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位第一）

2.2019年，获云南省“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3.2018年，获“享受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4.2017年，获云南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排位第一）；

5.2016年，获“云岭教学名师”称号；

6.2014年，获首届“全国公路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7.2013年，获“云南省高等学校名师工作室”；

8.2012年，获“云南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9.2011年，获“云南省交通运输行业教学名师”。

主

要

贡

献

1、主持制定本项目的研究方案；
2、主持项目调研、人才需求分析并完成调研报告，为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奠定基础；
3、主持完成校企“一标准三核心九共同”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4、主持完成公路机械化施工技术专业国家教学标准、工程机械运用技术专
业国际学生培养标准；
5、主持工程机械运用技术专业、公路机械化施工技术专业建设；
6、主持完成校企共建国家级生产性实训基地——工程机械再制造实训中
心；
7、主持完成工程机械类专业系列教材的建设工作，主编《工程机械管理
（第二版）》（“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工程机械控制系统
检修》、《液压与气压传动》、《中国筑养路机械设备手册》；
8、主持工程机械运用技术国家资源库子项目——核心课程《工程机械管
理》建设；
9、主持设计2018年中国技能大赛“中联重科杯”筑路工竞赛方案、云南省
首届挖掘机操作工技术技能大赛、3届“云天化杯”矿山设备技能大赛竞赛
方案；
10、主持完成国家示范院校中央财政支持建设项目——“工程机械运用与维
护专业及专业群”；
11、主持协调项目研究的相关工作等。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完成人情况

第(二)完成人

姓 名
孙燕 性别 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族

出生年月 1972年2月 工龄/教龄 29/29

工作单位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现任职务

交通信息工程学院

党总支书记、副院

长

最后学历 大学本科毕业 职称 副教授

现从事工作及专

业领域
党建、教学研究 联系电话 13608853995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1. 2019年2工程机械学院党总支部被云南省高校工委授予“创

建一流党建示范院（系）党组织”称号（第一负责人）；

2.工程机械学院党总支部 2018年被云南省交通运输厅评为“

先进基层党组织”（第一负责人）；

3. 2013年荣获云南省交通运输厅“优秀党务工作者”；

4.2018年《夯实组织育人工作 努力培养工程机械专业高技能

人才》获云南省高校工委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成果三等奖（第一

负责人）；

5.第一作者撰写心理育人论文获云南省2019年高校心理健康教

育论文二等奖（第一负责人）；

6.担任公路机械化1802班班主任，该班级评为省级班集体。

主

要

贡

献

1、作为基层党总支书记，以“一流党建”夯实立德树人之基，以“三全育

人”、课程思政为切入点，在人才培养工作中充分发挥了党总支部的政治核

心作用。

2、撰写了本项目的部分方案。

3、2018年，参与省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实训中心项目建设。

4、主持了教育厅《高职工程机械运用技术专业构建“三全育人”体系的实

施研究》课题研究，为该项目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5、2020年，提出《以“十个融入”铸魂育人 持续推动工程机械类专业课程

思政改革》，作为学校课程思政案例典型推荐。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完成人情况

第(三)完成人

姓 名
孙蕊 性别 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族

出生年月 1974年1月 工龄/教龄 29/29

工作单位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现任职务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

院长

最后学历 硕士研究生毕业 职称 副教授

现从事工作及专

业领域

学生管理工作、思想

政治教育
联系电话 13888345917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1.2015-2017年主持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汽车技术服务于

营销专业》子项目《汽车客户关系管理》；主编资源库配套教

材《汽车客户关系管理》；

2.2019-2020年主持教育厅课题《高职院校工科类课程思政建设

研究》；

3.云南省2017年职业教育信息化教学比赛二等奖（排名第一）

；

4.第十一届“挑战杯”云南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节二等奖（

第一指导老师）；

5.云南省2015年度、2017年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论文

三等奖。

主

要

贡

献

1.结合实际工作，从校企合作角度研究“一标准三核心九共同”育人模式

，探讨通过校企深度融合，从人才素质培养与企业需求方面的共融共建思路；

2.深入研究本项目，承担本项目部分文稿撰写工作；

3.强化理论研究，以“三全育人”、“课程思政”为指导，通过推进工程

机械学院课程思政建设，制定实施《工程机械学院课程思政改革实施意见》、

完成省教育厅课题《高职院校工科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编著学院供教师开

展课程思政参考书《工程机械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参考书》，对本项目“德技

双修”人才培养予以理论支撑。

4.公开发表多篇研究在工程机械专业融入课程思政文章：《浅析课程思

政建设理论与教学对接途径——以云南高职院校为例》、《高职院校工科类专

业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调查与研究》、《云南高职院校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

情况调研及思考》、《高职院校机械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途径探讨——以课程

<机械识图>为例》等对本模式在实际育人中通过实效性分析，进行归纳总结。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完成人情况

第(四)完成人

姓 名
王雪秋 性别 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白族

出生年月 1990年9月 工龄/教龄 7/3

工作单位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现任职务 无

最后学历 硕士研究生毕业 职称 研究实习员

现从事工作及专

业领域

专职辅导员；机械电

子工程
联系电话 18208869332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1. 第十一届“挑战杯”云南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节省赛二

等奖；

2. 云南省第一批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

在线精品课程。

主

要

贡

献

1．完成了本项目的图表绘制工作。

2．参与了本项目报告的文字撰写。

3．2020年至今，参加了国家级项目工程机械运用技术国家资

源库子项目建设（工程机械管理）。

4．参建云南省第一批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在线精品课程（排名第二）。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完成人情况

第(五)完成人

姓 名
郭照新 性别 男

政治面貌 群众 民族 汉族

出生年月 1965年1月 工龄/教龄 36/5

工作单位
云南湘泰工程设备有限公

司 现任职务 技术总监

最后学历 大学专科毕业 职称 工程师

现从事工作及专

业领域

三一重工混凝土工程机械

云南区技术总监

2020年经三一重工考核评

定为混凝土机械专家级技

术等级

联系电话 18874801223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无

主

要

贡

献

1．积极推动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与三一重工合作共建实训

基地；

2．作为三一重工泵送事业部云南区域泵送技术研究带头人，

为云南区域内的重点、难点混凝土泵送施工提供了技术支持，为“

三一订单班”学生培养进行了岗位能力培育与技术指导。

3．校企共同培养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工程机械类专业人才

。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完成人情况

第(六)完成人

姓 名
代绍军 性别 男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族

出生年月 1973年12月 工龄/教龄 27/27

工作单位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现任职务

继续教育学院副院

长

最后学历 硕士研究生毕业 职称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现从事工作及专

业领域

教学管理及研究

工程机械技术运用
联系电话 13312548508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1、2017年，获云南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排位第

二）；

2、主编教材《工程机械底盘构造与维修》，荣获2019

年云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排名第一）。

主

要

贡

献

1、参与“高职公路机械化施工技术专业国家教学标准制订”项

目（排名第二）。

2、参编“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工程机械管理（第

二版）》（排名第三）。

3、主持工程机械虚拟仿真实训中心建设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立

项。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完成人情况

第(七)完成人

姓 名
赵文珅 性别 男

政治面貌 无党派人士 民族 汉族

出生年月 1969年4月 工龄/教龄 28/28

工作单位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现任职务 教研室主任

最后学历 大学本科毕业 职称 教授/高级工程师

现从事工作及专

业领域
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联系电话 13888604369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无

主

要

贡

献

1、2011年，主持省级示范实习实训基地“工程机械实训中心”

；

2、2012年，主持省级精品课程“工程机械电控柴油机检修”；

3、2015年，主持省级质量工程项目“工程机械运用与维护专业

电控柴油机控制系统检修技能大师工作室”；

4、2014年，担任第一指导教师带队学生参加全国交通运输职业

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举办的全国交通运输职业教育“沃尔沃杯”工

程机械（电控柴油机故障检测）维修技能大赛（省级），荣获团体

二等奖以及一个个人二等奖、两个个人三等奖；

5、主编出版《工程机械文化》、《工程机械电控柴油机控制系

统检修》、《工程机械电控柴油机控制系统检修实训指导书》教材

。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完成人情况

第(八)完成人

姓 名
杨 雷 性别 男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族 汉族

出生年月 1967年8月 工龄/教龄 35/35

工作单位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现任职务 教研室主任

最后学历 硕士研究生毕业 职称
教授、高级实验师

、工程师

现从事工作及专

业领域
工程机械教学与研究 联系电话 13618719148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主编《公路机械化施工组织设计》教材，获2017-2019
年度交通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全国交通职业

教育研究会）。

主

要

贡

献

1．主编《公路机械化施工组织设计》教材。

2．以第三参与人参与研究课题国家示范院校中央财政支持建

设项目——“工程机械运用与维护专业及专业群”；

3．20.11-2013.11参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GK

A3004）：“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研究子课题”总课题研究、主

持子课题研究；

4．2015.12-2016.11主持云南省教育厅高等职业院校优秀骨干

教师高端研修项目：《工程机械维护技术》课程研究。

5．2011.05-2014.05主持云南省高职教育研究会第二批高职教

育科研课题：国家示范校实训基地建设的实践与研究。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完成人情况

第(九)完成人

姓 名
高杰 性别 男

政治面貌 群众 民族 汉族

出生年月 1968年9月 工龄/教龄 30/12

工作单位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现任职务 专业带头人

最后学历 大学本科毕业 职称 高级工程师

现从事工作及专

业领域

工程机械智能控制技术

教学及科研
联系电话 13116209566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1、1997年12月在云南公路机械厂获交通部科技进步三

等奖排名第三；

2、2001年11月在云南省机械研究设计院获中国机械工

程学会成果奖。

主

要

贡

献

1．智能工程机械运用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编写，构建专

业课程体系，设置专业课程。

2．承担企业合作项目，“柳工班”、“衡东班”、“现代班

”的专业课程设置及教学；

3．2018年中国技能大赛“中联重科杯”筑路工竞赛，领队及

指导老师；

4．“云天化杯”矿山设备技能大赛竞赛裁判；

5．交通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专业（中职）国家实训教学标准

编写；

6．参与《工程机械电器系统检修》、《工程机械底盘构造与

维修》、《工程机械液压与液力传动》（副主编）。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完成人情况

第(十)完成人

姓 名
王霁霞 性别 女

政治面貌 群众 民族 汉族

出生年月 1972年11月 工龄/教龄 28/28

工作单位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现任职务 无

最后学历 大学本科毕业 职称 副教授

现从事工作及专

业领域

工程机械运用技术专业

教学工作
联系电话 15887039114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无

主

要

贡

献

1．2021年主编完成工程机械运用与维护专业工学结合教材《
工程机械电气系统基础》，并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

2．2019~2022作为第一负责人，主持工程机械运用技术专业国
家教学资源库《工程机械电气控制系统检测与维修》课程的建设工
作。

3．2011年参加建设全国交通运输职业教育科研项目子课题—
工程机械控制系统检修。

4．2013年参与编写全国交通运输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规
划教材《工程机械控制系统检修》。

5．2013年主编完成工程机械运用与维护专业工学结合教材《
工程机械电气系统检修》，并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三、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一完成

单位名称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主管部门 云南省教育厅

联 系 人 张爱山 职务
汽车与机电工程学

院院长

办公电话 0871-65919880 手机 13708700462

通讯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大学

城
电子信箱 Zas196411@163.com

主

要

贡

献

（一）构建了“工程机械类专业校企协同“一标准三核心九共

同”人才培养模式”。

（二）主持制定国家教学标准，解决工程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

标准与时代需求脱节的问题。

（三）培养学生“德、技、力”三个核心能力，解决工程机械

类专业所培养人才与企业岗位需求对接不紧密问题。

（四）加强校企深度融合，以“九共同”解决校企融合实质性

内涵缺失的问题。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二)完成

单位名称

云南湘泰工程设备有

限公司（三一重工） 主管部门 三一重工

联 系 人 彭军 职务
云南湘泰工程设备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办公电话 0871-63848318 手机 18874801199

通讯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大板桥镇国际印刷包

装城三一重工6S中心

电子邮

箱
Pengj8949@163.com

主

要

贡

献

三一重工及云南湘泰与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校企合

作，通过“九共同”强化校企协同办学，形成一体化育人合力

、一体化育人载体、一体化育人保障，解决育人“最后一公里

”的实际问题，解决校企合作的内涵缺失，联合培养出大批高

素质复合型技能人才，为云南省及全国输送了大量满足市场需

要的工程建设和特种设备运维行业高技能服务人才，提升了工

程建设行业工程设备领域的服务能力，为推进各项基础设施建

设做出贡献。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四、推荐意见

根据成果创新性特点、水平和应用情况，写明推荐理由和结论性

意见，负责人签字（如为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荐成果，本栏不填

写）

专家

组织

推荐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根据成果创新性特点、水平和应用情况，写明推荐理由和结论性

意见；加盖推荐单位公章（如为专家组织推荐成果，推荐理由和

结论性意见可简写，写明是否同意专家组织推荐意见）

省级

教育

行政

部门

推荐

意见

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五、国家评审意见

评

审

意

见

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签字：

年 月 日

审

定

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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