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一诺

站在一群优秀经销商和高级顾问中间，徐
明瑞并不怯场。年仅25岁的他凭借精湛的技
艺和高水平的业务服务能力，从5000余名选手
中脱颖而出，拿下2018年BMW中国北区服务
顾问机修组技能大赛二等奖。紧接着，2019年
获得宝马精英顾问称号、2020年获得BMW中
国北区服务顾问Top100。他说，这得益于母
校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和华晨宝马汽车
有限公司合作成立的宝马班“双元制”培养。

宝马班成立于 2012年，是我省职业院校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探索“双元制”教育
模式的一次全新尝试，以向企业定向培养技
能人才为目标，为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质量、解
决社会认可度不高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思路
和方案。

“双元制”培养打开人才供给通道
一身整洁的宝马工装，一脸温和的笑容，

一见面，徐明瑞的阳光、自信就给记者留下了
很好的印象。2013年，徐明瑞考入黑龙江农
业工程职业学院，通过系列严格的笔试、面
试，最终与32名同学一起闯进宝马班，幸运地
成为该校汽车学院与华晨宝马校企合作打造

“中国特色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下的第一批
学员。

在这里，他们有两种身份，既是学生，也
是学徒，经过校企三年的理论学习与实训双
向培养后再进厂学习，毕业后直接进入宝马
经销商工作，与岗位无缝对接，是德国“双元
制”职业教育模式对中国职业教育的成功实
践。

“双元，即职业院校和企业各一元，以期
满足宝马对于高技能型技术工人的需求，为
企业打造稳定可靠并可持续的人才供给通
道。”该校宝马实训基地负责人徐效堂告诉记
者，宝马班的特点之一是“招生招工一体化”，
选拔标准很高，要先对报名的学生进行综合
评估，合格者再进入笔试和面试环节；这里的
老师不仅会教授知识，更熟悉工厂；公司会参
与基地课程的规划设计、讨论学校发展，给老
师和学生们带来最前沿的行业信息和资源。

走进该校 1700 余平方米的宝马集团
BEST哈尔滨培训基地内，每个标准化的技术
培训单元内都包含一个理论教室和一个实操
车间，学生不仅能更好地融入宝马的企业文
化，同时还可以学习使用未来工作中需要操
作的机器设备，从而更好地实现由学校到职
场的跨越。

职业教育可不是象牙塔，在徐效堂看来，
办好职业教育的根与魂就在于依托校企合作
实现产教融合。“要拉近学生和工作岗位的距
离，就要将工厂里真实的生产环境引入到基
地中。”徐效堂边走边介绍，“像这几台全新的
发动机，就是宝马公司直接从工厂中运输到
这里的，我们老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教学
生，企业里的工程师也经常到学校来给学生
们上课。”

“由冲着宝马来变为冲着学校来”
“我们是在给企业做实际方案，不能有一

丝一毫的糊弄。”在该校宝马培训基地刘剑峰
的课堂上，学生总能听到这句叮嘱。走进他
负责的宝马实训基地，处处都能感受到严谨
的气息。

刘剑峰1997年到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
院任教，一步步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全国
优秀教师，还带出了一支包括全国技术能手
在内的实训教学团队。

“职校学生的技能素质有时难以让企业满
意，你要时刻关注所讲内容是不是贴合市场内
容、学生能不能听得懂，因此，职业教育的整个
课程体系和产业结合显得非常重要。”刘剑峰介
绍，宝马班从培训教材编写到日常教学课程设
置，均由校企双方共同完成，企业占主导，深度
参与，校企深度融合。

宝马班赋予了这所职业院校更强的“造
血能力”。宝马实训基地教师需要不断更新
一线的培训理念与方式，掌握最先进的汽修
技术，更重要的是，让学员融会贯通。“以往的
普通教育可能就是老师在黑板前讲理论，而
现在的教学方式是，为学员提供原材料，让他
们把一辆卡丁车改装成新能源车。改好后，
去操场上跑一圈，再拆掉。这个过程中遇到
什么问题，自己查书、寻合作、想办法，书本知

识掌握得更扎实了。”
2017年，学校启动“一体化双师型”教学

改革，培养既懂理论又有动手能力、既能上
讲台又能进车间的“双师型”人才。“双师型”
教师队伍和高质量技术工匠培养，让职业教
育有了可喜的变化。徐效堂回忆说，宝马班
开设之初，吸引了很多成绩较好的学生，随
着产教深度融合、学生职业素养显著提升，
学校的办学质量和社会认可度也同步提高
了。“可以说，过去学生冲着宝马来，如今冲
着学校来。”

智慧教学让毕业生成为“抢手货”
“提高售后服务效率和质量，为客户提供

更好的服务体验，应破除哪些薄弱环节，有几
种方案？”在该校宝马实训基地的数字化智慧
教室内，一堂有趣儿的博弈游戏课程正在进
行。经过一番思考，学生们给出对策及理由，

“博弈沙盘系统”立刻进行模拟推演，并根据
结果进行反馈，帮助学生理解如何做出好方
案。

教室的另一边，两名学生正戴着TSAR⁃
AVision智能眼镜，远程与宝马总部维修中心
的技术专家进行互动，按照投射在显示屏中
的技术指示和示意图破解汽车维修中遇到的
难题。

“这是宝马公司近年为了给客户提供更
好的服务体验，全新推出的全套AR解决方
案，4S店工作人员在维修中可直接与宝马总
部技术专家取得联系，通过远程指导快速解
决问题，可以提高 70%~75%的汽车维修效
率。”宝马实训基地的一名讲师介绍，校企双
方紧跟时代需求，打造智慧教室、虚拟仿真教
室等数字化教学环境支持的课堂，学生在沉
浸式、个性化的学习环境中强化数字应用能
力。

“宝马班不断更新智慧化教学环境，并注
重对数字型人才和职业素质的培养，让我在
毕业时成为各大公司的‘抢手货’。”该校毕业
生赵泽芳说，在校企共同打造的学习平台上，
涵盖多行业、各年龄段的课程，这让学生们紧
跟时代、不忘自我提升，“终身学习”，也让职
业教育变得更有盼头了。

职业教育的一次全新尝试

技工逆袭 宝马班跑出千里马

宝马班“双元制”教学。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一诺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彭溢

如果把某个产业比作一辆汽车，专利导航就
是给它装上一套GPS，引导产业以“优质路径”驶
向目的地。近日，省知识产权局发布了黑龙江省
装备制造产业专利导航项目成果。我省装备制造
产业领域专利申请状况如何？项目成果对我省装
备制造产业发展提出了哪些“优质路径”？记者采
访了省知识产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邓璐。

邓璐介绍，该项目基于专利导航产业创新发
展理念，运用知识产权、产业和金融大数据手
段，全面剖析全球装备制造产业上中下游企业、
技术、人才、资本、政策等产业要素，以全球视野
进行对标比较，深度洞察我省装备制造产业创
新发展优势、不足与潜力领域，全景绘制产业
链企业地图、研究团队地图、创新人才地图和
投资机构地图，分析存在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
和制度障碍，为黑龙江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创
新资源、加快装备制造产业创新发展提供决策
支撑。

数看装备制造产业专利家底
邓璐介绍，我省装备制造产业科技创新活

跃，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达 9579件，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排名第 15位；近五年
复合增速为 11.4%。我省装备制造产业高被引
专利数量为 101件，在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中排名第9位。

在区域分布方面，我省装备制造产业专利
申请主要分布在哈尔滨市和大庆市，占全省比
重的 80.7%和 9.7%。从全省各地市装备制造产
业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的增速来看，近五年复
合增长速度最快的为绥化市，复合增速达
43.1%。

我省装备制造产业的人才储备较厚且处于
持续稳定增长态势。从事装备制造产业有发明
专利申请的创新人才共有 23573人，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排名第 16位，同比增
速为16.9%，近五年复合增速为17.5%。

我省高校院所在装备制造领域科研实力雄
厚。全省装备制造产业高校以及科研院所发明
专利申请公开量为 5803件，占黑龙江省总量的
60.7%，在全国排名第11位。

从海外专利的布局数量来看，我省在装备
制造产业的海外专利总量为 298件，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排名第11位。

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
“从细分领域专利拥有量来看，我省装备制

造产业发展各环节均涌现出一批创新能力强的
优质企业，如铁路车辆领域的中车齐车、高端数
控机床领域的齐重数控、飞机制造领域的哈飞
集团等。”邓璐说，建议在我省发展装备制造产
业的过程中，坚持把创新作为驱动产业发展的
第一动力，着眼于实施企业梯队“引培”工程，引
导形成以龙头企业为核心，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的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在积极引进国外省外优质企业的同时，培
育本地小微企业。积极引进在装备制造产业投
资活跃的头部资本在我省投资，激活产业发展
新动能。围绕行业细分领域重点孵化一批“专
精特新”企业，提升产业链核心竞争力。

“在我省装备制造产业领域产学研专利合
作申请中，校企合作申请占比较大，协同创新空
间大。”邓璐建议，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
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装备制造业技术协同
创新体系。由企业担当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
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的主体，发挥高校和科
研院所创新基础作用，共同建立技术创新联
盟。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实施重大关键共
性技术协同联动攻关，突破产业发展的共性技

术供给瓶颈，提升重大技术装备集成创新能力。

专利导航布局产业关键技术
“要加强现有重大科技项目及招商引进项

目的知识产权评议和风险防控，预警预防重大
知识产权风险，助力产业发展决策的科学性和
及时性。”邓璐说，要加强以产业数据、专利数据
为基础的装备制造产业专利导航决策机制，实
施区域规划类、产业规划类和企业运营类专利
导航，布局未来产业关键技术。

邓璐建议，通过本地培育与外部引进相结
合的方式培养高端人才。优先支持具有创新实
力、拥有核心专利技术的创新人才，鼓励创新人
才向关键产业环节集聚。加快建立学校和装备
制造企业“双元制”人才培育机制，实现人才培
养与企业需求的“无缝对接”。

省知识产权局将通过建立高价值专利培育
政策体系，实施高价值专利培育工程，构筑龙江
装备制造产业链核心竞争力。以知识产权为核
心价值导向，以数据要素驱动装备制造产业科
技成果与知识产权的资本化和产业化，打造产
业知识产权运营枢纽平台。加速装备制造产业
知识产权要素市场化流转与价值实现，助力我
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知识产权发展高地和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产业创新体系。

给装备制造业这辆车装上专利GPS
访省知识产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邓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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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彭溢

《黑龙江省“十
四五”数字经济发展
规划》突出了科技创
新的核心引擎作用，
在推动数字关键核
心技术创新、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加快科
技创新平台建设等
方面做出了具体部
署。围绕贯彻落实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省科技厅将采取哪
些具体举措？

据省科技厅副
厅长石兆辉介绍，近
年来，黑龙江省在数
字经济领域积累了
一大批科研成果，培
育了一批科技创新
团队和平台，具有较
好的科研优势。同
时，作为老工业基地
和农业大省，场景应
用空间广阔，数字经
济具有很大发展潜
力。

按照省委省政
府工作部署，省科技
厅围绕推进落实《黑
龙江省“十四五”数
字经济发展规划》，
充分发挥关键核心
技术对数字经济发
展的推动和基础支
撑作用，正在组织制
订《黑龙江省数字经
济科技攻关三年行
动 计 划（2022-2024
年）》，计划 3 年时间
投入 5 亿元左右，支
持数字经济技术攻
关和场景应用示范，
加快数字经济关键
核心技术研发与产
业化。

该计划以创新赋
能、开放融合、协同发展为原则，通过实施
数字经济研发能力提升、协同创新体系建
设、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培育发展科技
型企业、打造区域创新高地、推进科技创新
开放合作等六项举措，着力开展前沿技术、
共性技术和交叉赋能技术研发，推进重点
领域场景应用，发挥科技创新引领示范作
用，实现“无中生有、有中生优”，推动数字
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其中，场景应用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在数字产业化方面，重点推动共

享经济新业态、智能机器人产业化和线上
生产流通服务新模式等研发创新。

二是在工业数字化方面，重点推进工
业互联网、工业软件、智能制造云平台等研
发应用。

三是在农业数字化方面，重点推动智
能农机和智慧农场等研发应用。

四是在服务业数字化方面，重点推动
智慧供暖、智慧医疗、智慧文旅、寒区特色
等场景应用。

石兆辉表示，将通过构建产学研一体
化科技攻关机制，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取得
突破，加快科技成果转化，释放数字红利，
推动数字产业化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
为做优做强做大龙江数字经济提供有力的
科技支撑。力争到2024年，在数字经济领
域建设一批省级创新平台，攻克一批关键
核心技术，转化一批科技成果，形成一批产
品或服务，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全面提
升我省数字经济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支撑
我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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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陈薇伊

想实现煤炭清洁高效转化吗？煤气化、
低阶煤腐植酸高效绿色低碳转化等高新技术
成果可以帮忙。近日，在省科技招商专班办
公室指导下，省对外科技合作中心在线上组
织召开了“中国科学院煤炭清洁高效转化技
术成果对接会”。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专
家、省内各地市科技局主要负责人以及我省
煤化工相关企事业单位代表在线对接。

对接会上，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的
专家们亮出“绝活儿”。以“低阶煤腐植酸
高效绿色低碳转化技术工业化应用”为题，
教授级高工武丽萍进行了分析讲解。她以
宝清县褐煤生产腐植酸为例，展示了产品
应用技术示范成果，提出年轻煤的腐植酸
利用将成为黑色能源经济向绿色生态经济
转型跨越的桥梁。

据了解，自2017年我省与中国科学院签
订新一轮全面科技合作协议以来，双方积
极拓展合作领域，借助中国科学院高端智
库资源，共同举办院士龙江行、高端学术活
动，建设企业院士工作站、科学家工作室、
设立省院科技合作专项等，助力提升龙江
科技创新实力，为龙江振兴发展提供智力
和技术支撑。

如果您对中科院煤炭清洁高效转化技术
成果感兴趣，或者想对接中科院其他高新技
术成果，可以咨询省对外科技合作中心，电
话：0451-87010266。

专家亮出绝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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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能源经济变绿色生态经济

我省高新技术企业运用数字技术对铁
路通信信号电源系统进行实时监测。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彭溢摄

徐明瑞正在为客户讲解宝马新产品徐明瑞正在为客户讲解宝马新产品。。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一诺赵一诺摄摄

邓璐介绍装备制造产业专利导航情况。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彭溢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一诺

甘南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秉持“以服务谋生
存、以优质服务求发展”理念，外引内联，充分发挥
职业培训的资源优势，精准定位职业教育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点，围绕地方产
业发展布局，积极开展多样化社会培训，不断提升
内涵建设，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努力促进培
训成果转化，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2021年，学校为解决疫情期间外出务工人员
滞留问题，多形式、规模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化
社会问题为劳动力技能提升契机。针对用工需求
开展了焊工、电工、育婴、直播销售等11个工种技
能培训，共计49个班次，惠及2891人。

另外，甘南县政府与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
院“院县合作”项目继续推进，由甘南县委组织部、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和甘南县职教中心学校
联合开展乡村振兴实用人才培养。2020年，首届
乡村振兴农村基层管理干部专科班招收学员106
人，2021年（第二届专科班）选拔招收学员110人，
为促进农村基层管理干部学历和能力“双提升”贡
献了积极力量。

下一步，学校将紧密对接社会需求，履服务之
职，尽振兴之责，为地方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
做出更大的贡献。

甘南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精准定位职业教育
靶向服务地方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