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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群对接、产教融合、育训并举”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群社会服务能力提升 

实践与探索 
 

摘  要：在“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技能安徽建设”

背景下，聚焦职业院校开展社会服务“运行机制不畅、服务形式单一、

服务平台不广”等现实困境，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工业机器人技术专

业群通过“链群对接、管理赋能，产教融合、共建共享，育训并举、东

西协作”等举措，不断提升服务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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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背景 

学校“双高计划”建设方案也明确提出“发挥学校资源优

势，提升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力，赋能现代化五大发展

美好安徽建设”。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

群，主动对接芜湖国家机器人产业集聚区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

业链，以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为核心，带动机电一体化技术、

数控技术和云计算技术与应用、电气自动化技术等相关专业联

动发展，通过夯基础、搭平台、建机制、创举措等形式不断提

高专业群社会服务能力。 

二、主要举措 

1、链群对接、管理赋能，夯实社会服务基础 

一是精准对接区域产业组群。围绕国家芜湖机器人产业集

聚区产业链，结合学校办学优势及资源特色，以“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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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岗位结构—专业—专业群”为主线，打造“机”（机

械)、“电”(电气)、“云”(云计算)特色专业深度融合的“机

器人+”专业集群。二是创新专业群治理结构。以“埃夫特”机

器人等四个产业学院为运行载体，建立专业群教学部，创新专

业群和专业两级教学基层组织形式，形成“一院一部多室”的

专业群治理结构。三是构建上下贯通、左右衔接的社会服务机

制。纵向建立“以学校为主导、二级学院为主体、专业教师为

主角、职能部门协同配合”的社会服务机制，横向建立继续教

育学院、科研处等社会服务部门联席会议机制，主动融入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格局。 

 

图 1 专业群开展智能制造紧缺人才师资培训 

2、产教融合、共建共享，链接社会服务资源 

一是产教融合，拓展社会服务平台。以产业学院为核心、

产业学院联盟为拓展、产教融合共同体为辐射，从校企“1对 1”

到联盟“N 对 N”，形成“产业学院-产业学院联盟-产教融合共

同体”运行机制，搭建了 31个培训载体。二是共建技术技能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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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台，开展“立地式”科研。校企共建智能制造产教融合实

训基地等合作办学共同体，面向企业开展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许可、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的“五技服务”，实行企业出

题、科研解题、成果进课堂。三是资源共享，集中优势资源的

要素投入。重构“层次+模块”专业群课程体系，形成教学内容

“企业化”、课程实施“生产化”，提高人才输出和区域需求

的契合度。匠师共育，建立“联盟—行业、学校—企业、教研

室—车间”三级对接交流机制，形成校企“双主体”育人、教

学与产业“双轨道”素养提升。 

 

图 2 成立长三角工业机器人职业技术技能培训中心 

3、育训并举、东西协作，拓展社会服务空间 

一是育训并举，开展“跨地域多领域全场域”培训。依托

专业群成立长三角工业机器人职业技术技能培训中心，跨区域

推进社会培训。多领域发力，推动常规培训项目主赛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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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新业态、新技术等培训项目新赛道扩容。全场域覆盖，虚

拟场域探索“智能+”培训新形态，实现“互联网+”赋能培训。

现实场域坚持党建引领，开设特色课堂，打好“组合拳”。二

是东西协作，开展对口支援帮扶。对口支援新疆职业大学等职

业院校，校际共同开发人才培养方案，共同打造高水平“双师

三能型”教师队伍，协同开展思政教育，开展“手拉手”结对

班级、“慕课西行”东西互动等活动，提高了受援院校的“造

血”功能。 

 

图 3 芜湖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骨干教练员、裁判员培训班 

三、建设成效 

1、面向中小微企业开展技术服务成果丰硕 

组建 7 支技术服务团队，完成 119 家企业技术攻关难题，

申请发明专利 242 项、实用新型专利 452 项，立项省市级纵向

科研课题 46 项，横向项目到账经费 1114 万元，纵向项目到账

经费 251 万元，“国家级机器人与高端智能装备专精特新产业

学院”获批立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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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面向企业员工开展技术服务 

2、对接国家战略深化专业群对口支援有力有效 

对口帮扶新疆职业大学、六安职业技术学院等职业院校，

开展师资培训 8856 人日，共建省级课程 3 门、教材 3 本，受援

院校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成绩显著提高，获国赛奖项 4

项。承办省级以上技能大赛 35项，连续多年承办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并获得突出贡献奖 2项。 

 

图 5 对口支援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3、智能装备紧缺技术技能培训能力提升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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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培训等服务 255929 人日，服务到款 1358.78万元；校

企共同完善职业技能鉴定标准 2 项，编写技能培训手册 2 项，

扩充理论试题库 2 项，开发专业群培训资源课程包 17 个；联合

申报省级及以上产教融合基地 4 个，获批工信部国家智能制造

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群社会服务经验做法得到兄弟院校的

参考和借鉴，并在全省高校继续教育培训会做经验推广，发挥

了很好的引领辐射作用。 

 

图 6 院长徐春林在全省高校继续教育培训会做经验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