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

4. 师资队伍建设：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引进企业专家参与教学

科研工作，提升教师的实践能力和行业背景，保持教学内容与行业需

求的紧密联系。

5. 校企资源共享： 建立校企资源共享机制，实现双方资源的互

补和共享，如实习实训基地、科研设备共建共享等，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

6. 就业实习与联合培养： 与企业开展联合培养计划，促进学生

就业实习，加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和交流，提高学生就业竞

争力。

（二）预期成效：

1. 提升教学质量： 通过与企业合作，学校可以更好地了解行业

需求和趋势，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提升教学质量，使教育更符

合实际需求。

2. 促进人才培养：校企合作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和行

业经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增强他们

的就业竞争力。

3. 推动科研创新： 通过与企业合作开展科研项目，促进学术成

果的转化和应用，推动科研创新，解决实际问题，推动产业发展。

4. 促进产业升级： 校企合作可以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转型，推

动企业引进新技术、新理念，提高企业竞争力，推动产业升级。

5. 促进就业和人才流动： 通过校企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就业



机会和实习机会，加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和交流，促进就业

和人才培养。

6. 资源共享与互惠互利：学校和企业可以共享资源、互惠互利，

如实习实训基地、科研设备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双方共同发

展。

7.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校企合作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推动

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促进区域经济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二、加快推进广梅产业园校区建设

广梅园校区综合实训中心是广东梅州职业技术学院在广梅产业

园校区打造产业学院，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核心和主体。在过

去的一年。为加快推进广梅园校区建设，主要有如下工作。

（一）成功申报“中央储备校”

2023 年，对外合作处在刘涛处长带领下，积极申报由由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的“十四五”时期

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在广东省众多高职院校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十

四五”时期国家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储备院校，申请到 8 千万资金用于

学校加强基本教学型技能实训设施建设，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为

学校广梅园校区建设提供了大力支持。

（二）达成“中智轩辕数智产业学院”合作方案

通过走访、考察多家企业，参观、调研包括广东、山东和江苏多

个院校的产业学院的典型案例，最终选定中智科技集团和广东轩辕网

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两家企业，经过多轮的洽谈与深入调研，初步达



成“中智轩辕数智产业学院”合作方案。

三、积极参与产教融合共同体

（一)参与国家智慧养殖产教融合共同体

学校于2023年10月 21日参加了由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南农业大学、广东科贸职业学院联合发起的国家智慧养殖产教融合

共同体成立大会，并被授予副理事长单位。该共同体会同广东、广西、

贵州、黑龙江、陕西、辽宁、河北、山东等多个省份的行业组织、学

校、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 140 余家成员单位共同组建的跨区域、行

业性产教融合新型组织，旨在汇聚产教资源，推进智慧养殖全产业链

的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协同破解制约产教深度融合的机制性障碍，

推动人才链、教育链、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支撑智慧养殖产

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二）参与全国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学校于 2023 年 10 月 21 日参加了在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司、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广东省教育厅、开放原子开源

基金会的指导下，由北京中软国际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理工

大学、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牵头的参与全国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行

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并被授予理事单位。该共同体以“职普

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为主线，汇聚全国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

企业、高校和职业院校，以及相关行业组织、科研机构等产教资源，

构建产教供需对接机制，联合开展人才培养，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以

教促产、以产助教、产教融合、产学合作，共同推动形成与新一代信



息技术市场需求相适应、产业结构相匹配的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新格局，

真正打造成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的助推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新引擎、产教融合的新典范。

（三）参与食品安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学校于 2023 年 12 月 9 日在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广东

省教育厅等部门指导下，由广东达元绿洲食品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南农业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牵头成立的食品安全行业产教融合

共同体成立大会，被授予理事单位。该共同体的成立旨在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以食品安全行业为依托，发挥共同体成员各方优势，

促进共同体内院校专业布局与产业结构布局基本匹配，其核心旨在加

强产业链、创新链、教育链有效衔接，推动形成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的协同育人机制，为食品安全行业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打造食品安全领域产教融合新生态，服务食品安全产业高质量发展。

四、未来展望

深化产教融合工作，需要持续推进需要持续推进以下几个方面的

内容。

（一）建立长期合作机制

1. 确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促进产学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2. 定期进行合作评估和反馈，及时调整合作策略，确保合作效

果持续改进。

（二）加强师资培训和团队建设

1. 组织教师参与实践和行业培训，提升师资水平以适应产业的



发展需求。

2. 建立多学科、跨领域的团队合作机制，促进知识交流和创新

合作。

（三）开展项目合作与科研创新

1. 深化实践教学与项目合作，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

2. 发挥学院科研优势，与企业合作开展创新研究，推动科研成

果转化。

（四）促进学生就业和创业

1. 拓展实习实践机会，提升学生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

2. 支持学生创业创新，搭建创业孵化平台，推动学生创业项目

落地。

（五）加强交流与合作平台建设

1. 拓展产学交流渠道，搭建双向沟通平台，促进信息共享和资

源对接。

2. 参与产学合作交流会议、展会等活动，拓展合作网络，寻找更

多合作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