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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概况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站位于中国辽宁省锦州市凌

河区，是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管辖的一等站，是沈山铁路和

锦承铁路的枢纽站。锦州站始建于 1899 年，具有悠久的历史。1955

年实施第一个 5 年计划，锦州铁路的运输十分繁忙，为实现“多拉快

跑”的目标，沈山线设备重新改造，令人骄傲的是，当时锦州铁路局

是全国 10多个铁路局里最先上新设备的铁路局。新设备让锦州铁路

局成为全国效率最高、运输成本最低的铁路局。当时锦州铁路局管辖

的范围也特别大，包括大虎山站、白城子站、承德站、山海关站、通

辽站、沙城站、北平站齐齐哈尔站，就连沈阳的皇姑屯也是锦州铁路

管辖的范围。硬环境在全国屈指可数，软环境也同样令人称道。

锦州站中心里程位于沈山线自沈阳站起 242km+408m 处，同时又

是锦承线的起点。东与双羊店站、西与桃园站、北与锦承线的薛家站

相邻。锦州站按技术作业为区段站，按业务性质为客货运站，按等级

为一等站。站场布局为二级四场，划分为上行场（Ⅱ场）、下行场（Ⅰ

场）、上行直通场（Ⅳ场）、下行直通场（Ⅲ场）。正线中穿，长度为

8.4km，宽度为 0.5km。办理始发直达、编解、改编作业；客车体取

送、洗刷及甩挂作业；旅客乘降、行包装卸及客车上水作业；货运装

卸、军运作业。

锦州站下设各职教科，由专职人员负责职工继续教育培训，拥有

完善的职工教育培训体系。同时具备为职业院校提供企业兼职教师、

学生现场实习、顶岗实习和接收毕业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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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2.1 一体两翼三师四融 创新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创新提出“一体两翼三师四融”的人才培养模式，将学校教育教

学和企业工作岗位紧密结合融为一体，突出校企双主体育人，依托校

企三师，培养四融合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抓住人才培养模式运行关键，

实行“两课堂三阶段四拓展”工学交替教学组织模式，更好地满足了

轨道交通快速发展对高素质、高技能、高标准人才的需求。

2.2 校企联动 深入参与教学全过程

依托辽宁铁道交通职教集团、锦州市市域产教联合体，与中国铁

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形成“一企三校”联盟和专业建设理事

会两大平台，锦州站参与建立管理与沟通机制，明确人才培养目标，

共同制定教学标准，明确学校和企业作为育人双主体对学生进行分段

培养。实行毕业生“2+1”定向培养，开展针对连结员、客运员开展

技能鉴定。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建设，锦州站为学校提供无线调车灯显

设备、制动软管、钩锁器等实训设备资源。校企间师资互融互通，锦

州站一直是铁道运输学院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同时为学校提供兼职教

师，参与实践教学，进行实训指导、课程开发和教师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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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业资源投入

3.1 校企共建 提升实践教学条件

锦州站大力支持校内实训基地建设，深化校企合作，由专业教师、

企业专家组建团队负责策划、实施、建设，校企合作共建“虚实结合、

真操实练”的实训基地，建成调车仿真实训室、列车调度指挥实训中

心、非正常接发列车等 9 个校内实训室，充分发挥深度校企合作优势，

使学生切身感受一线生产工作环境，培养岗位专项能力。

3.2 校企融合 助力师资队伍提升

学校教师定期到锦州站进行岗位实践，参与调车、接发列车等一

线岗位实践，增强实践能力；骨干教师参与企业技术培训，了解行业

最新技术动态与实际应用场景；企业能手与学校导教师定期交流，分

享行业动态与最新技术发展趋势，提升专业建设能力；企业专家与学

校教师共同开展教学案例研究，提升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结合的能力。

3.3 校企互聘 构建教学相长师资队伍

锦州站选派技能标兵、岗位能手、劳动模范组建企业导师团队，

承担岗位实践教学、学生实习指导、教育资源开发共享、实习生能力

跟踪与写实、教学能力提高等任务，以“校企互聘共用”为原则，按

照现代学徒制的导师标准和企业技术革新领军人才的标准构建的“双

师型”教师队伍发挥了显著作用。本年度企业为学校提供的优秀兼职

教师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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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站派驻学校优秀兼课教师

序号 职务 企业教师

1 党委干事 牛威

2 工程师 康凯

3 副站长 杨刚

4 运转主任 王宏宇

5 副站长 王天宇

6 值班站长 张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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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企业参与教育教学改革

4.1 校企联合 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建立由专业教师、锦州站专家组成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聚焦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新技术、新职业的发展趋势，明确专业定位，

确定人才培养目标，按照“合作企业岗位需求调研-岗位职业能力分

析-教学标准编制”基本路径形成教学标准，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评

价机制，共同制定考核与成绩评定办法等评价机制和岗位出徒标准，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学生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

4.2 对接能力 制定“分类定标、逐层强化”的课程标准

构建“岗课赛证”模块化项目式的课程体系，依据国家教学标准、

职业标准、行业技能大赛标准，按照“基础能力形成→职业能力强化

→岗位能力提升”的培养路线，对基础课程、专业课程、联合培养课

程、企业课程分类制定课程标准，实现学生能力从基础知识到专业知

识、从基本素养到职业素养、从基本技能到核心技能的递进式提升。

4.3 模拟现场 建设“虚实结合、真操实练”实训条件

按照《高等职业学校铁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实训教学条件建设

标准》，从实训项目、实训设备、实训管理、实训实施四个方面入手，

制定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建设接发列车实训室等实境导向型实训

室及高铁车站虚拟仿真实训室等虚拟仿真实训室，建立锦州站调车Ⅱ

场校外实习基地，满足育训结合、真操实练的培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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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双元育人 联合学生培养

4.4.1 以生为本 确定“两课堂三阶段四拓展”教学组织模式

按以学生为中心，职业技能培养为主线，利用校外课堂和校内课

堂的教学资源，设置职业基础、职业能力、岗位能力三个培养阶段。

第一阶段学校为主企业为辅，对学生进行通用知识学习、基本技能培

养和企业文化渗透；第二阶段校企循环工学交替阶段，企业课程与专

业课程交替循环、校内学习和企业实践交替循环、学校教师和企业导

师协同教学；第三阶段企业为主学校为辅，企业通过“师带徒”形式

进行岗位实践能力培养，校企共同考核定级。利用二、三阶段间的四

个假期组织学生参与企业实践，拓展岗位能力。

4.4.2 稳步推进学生技能鉴定

为配合铁路院校的复合型人才培养需求，实现铁路高职院校毕业

生双证书考核机制，我校与沈阳局集团公司技能鉴定站联合，针对铁

路特有工种开展技能鉴定。2023 年开展鉴定的工种主要包括连结员、

客运员。全校 2023 届共计 375 人报名参加，考试合格人数 358 人，

通过率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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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助推企业发展

5.1 提供专业培训 夯实员工理论基础

为旅客列车卧具管理培训、客运系统兼职教师培训、列车调度员

培训、货运装载加固等培训任务提供实践场地和虚拟仿真资源，备受

企业好评。

5.2 开展志愿服务 助力企业扩大服务宣传

辽铁学生志愿服务团队是由学校铁道运输学院组织建立，与沈阳

铁路局合作，于每年春运、暑运等运输高峰段，到沈阳局下辖站段提

供志愿服务。2023 年暑期组织“辽铁学生志愿服务团队”到锦州车

站提供志愿服务，在客流高峰助力企业服务旅客，缓解一线人员人手

紧张问题。

5.3 共创科研成果 助力企业科研水平提升

以“铁路编组站改编能力查定研究”等技术服务项目建设为契机，

直接参与了企业科技研发及生产过程，解决了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

限公司锦州站在能力查定方面的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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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问题与展望

6.1 存在问题

6.1.1 实训硬件仍需改善

智能控制系统、编组站综合自动化等设备迭代迅速，学校现有的

实训设备系统与真实工作场景的设备系统出现代差，缺乏相关实训教

学配套资源的可持续性迭代支持，学习效果大打折扣。

6.1.2 “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优秀的专业教师提职转岗，新进教师多为应届毕业生，缺少企业

工作经历，对行业发展的敏感度不高、获取行业“四新”相关信息的

途径不通畅，在将企业的最新发展成果及时融入人才培养过程时显得

心有余而力不足。

6.2 未来展望

学校将继续深化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站的校企

合作关系，推进辽宁轨道交通产教融合中心项目顺利完成。下一年度

将校企深度合作，与企业资源共享，吸引更多投资加入，实现多方参

与建设当下，加大校外实训基地拓展力度，做到校企资源共享，做到

精准对接，以实现学校与锦州站之间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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