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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南京明州码头有限公司是浙江省海港集团、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

公司下属单位；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码头于

2008年 12月开工建设，2010年 9月投入试生产，2012年 11月实现

口岸对外开放，是南京市“十一五”重点工程项目之一。码头位于长江

航道 129#——130#黑浮之间南岸（119°02’E,32°11’N），码头岸线 700

米，前沿水深常年保持-14.5米及以上。码头共有 4 个泊位，其中 1

座 7万吨级散货专用卸船泊位，1座 7万吨级通用装卸泊位和 2座 5

千吨级装船泊位。目前，码头最大可靠泊长度 230米以下船舶，船舶

吃水控制范围为全年 11.36米，最大靠泊能力 8.5万吨。码头共占地

面积 70万㎡，已建成 32.7万㎡的硬化场地，可一次性堆存散杂货 150

万吨以上。

公司致力于建设成为长江一流的散杂货中转中心，目前主要经营

煤炭、矿石、建材和化肥等中转业务，同时也中转钢材、大件设备、

袋装货等杂货，并为客户提供矿石、煤炭破碎、筛分等高质量的深加

工增值服务。借助宁波舟山港集团的强大优势，可对“海进江”货源

的客户提供“全程物流”、“一船两港”、“水铁联运”等特殊优质服务。

公司秉承了宁波舟山港的先进管理经验、文化理念，内聚人心、外塑

形象，营造和谐向上、开拓创新、奋发进取的企业氛围，打造了一支

“爱港敬业、顽强拼搏、追求卓越”的员工队伍，致力为客户提供安

全、高效、便捷、优质的港口服务。

南京明州码头有限公司与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始终保持着紧



密的合作关系，是江苏海院港口机械与智能控制、港口电气技术等专

业学生顶岗实习和就业的主要单位。

2022年，南京明州码头有限公司与江苏海院签署共建实习（培训）

基地合作协议，共建的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实习基地”是实施

政校企合作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体现“为学生服务、为企业服务”

理念的具体行动。

二、参与办学

公司与江苏海院围绕企业用工和现代产业用人标准，以学生（学

徒）技能培养为核心，以专业设置、课程改革为纽带，以学校、企业

的深度参与，校企共同交替培养人才的新模式。公司支持江苏海院港

口机电类专业，以促进就业为导向，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集团

办学，深入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试点工作。

1、校企合作创建，共建协同育人体制机制

近年来，为进一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办学体制机制创新，

公司积极支持和配合江苏海院成立了泛长三角港口与航运国际职教

集团，通过整合政府、行业、企业、院校优势资源，推进了四方深度

合作，提升港口与航运人才培养质量，服务泛长三角行业经济转型升

级。依托南京港口学院，校企双方深度融合、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

作形式的新探索。走出一条符合职业教育特点、彰显港口特色、具有

一定创新和示范意义的校企合作之路，为高素质技术技能型港航类专

门人才培养，为港口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服务“一带一路”国家

战略，建设南京长江航运物流中心，实现“海洋强省”等目标，做出



了应有的贡献。泛长三角港口与航运国际职教集团和南京港口学院相

继组建，为公司与江苏海院深度合作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创造

了有利条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出台了《校企合作管理办法》、学

校“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关于“推行现代学徒制改革”的等有关文

件，开展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

2、校企合作参与，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

通过江苏海院与公司的协商，成立了港口与机电工程类专业共建

共管委员会、按照“合作共赢，职责共担”的原则共同编制《港口机

械与智能控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目标和就业岗位更为清

晰明确。即港口机械与智能控制专业面向港口机械设计制造企业、港

口机械应用企业等两个不同行业，就业岗位为港口机械的设计制造、

使用管理、维护保养等不同职业岗位。

企业配合学校一起进行课程教学任务分配，学校与企业分别完成

各自擅长的理论知识与技术技能教学，企业对就业人才职业岗位技术

技能要求得以充分体现。人才培养质量的考核评估也更具灵活性和实

效性。



3、校企合作培养，形成渐进式实岗育人模式

学院建立既符合教育规律，又能满足企业需求的“渐进式”学徒

培养方式，即学生入学后的六学期，前三学期以学校教育为主，通过

“企业参观、企业专家讲座”等形式植入课程参与人才培养。后三学

期以学校教师和企业教师共同培养学生，聘请企业教师来学校授课完

成部分理论课程，并指导相关实训课程，参与人才的培养，形成企业

逐步介入学校教学过程。第五六学期安排学生到企业顶岗实习，为企

业教师为主，学校教师为辅进行教学，校企共同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

方式。这种“渐进式”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式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学

徒制人才培养的有益探索。



4、校企合作建设，激活人才培养的关键要素

校企双方在双师队伍、课程、实训实习条件等关键要素方面进行

了重点建设。明确了双师选拔标准，建立了校企师资“互学互帮”制

度和“双向考核”制度。例如学院每年组织教师下到对口企业实习，

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师能力。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围绕人才培养方案所

确定的培养目标与就业岗位所需的知识、技能和素养构建理论教学体

系与实践体系，形成了“通识教育课程”+“职业基础课程”+“专业课

程”+“职业拓展课程”的课程体系。修订了课程标准，截止目前，已完

成 8门课程的教学标准修订工作，共建实训实习基地。

5、校企合作管理，增强学生企业员工意识

学徒（学生）在学校期间实行班级管理为主、小组管理为辅，在

企业期间实行小组管理为主、班级管理为辅的合作管理模式。校企双

方负责组织现代学徒制班级的教学、岗位轮训和考核评价，并进行日

常管理。学徒（学生）实行学分制管理，企业实践课程与学校理论课

程学分可以相互置换。

学徒（学生）在学校期间实行班级管理为主、小组管理为辅，在



企业期间实行小组管理为主、班级管理为辅的合作管理模式。校企双

方负责组织现代学徒制班级的教学、岗位轮训和考核评价，并进行日

常管理。学徒（学生）实行学分制管理，企业实践课程与学校理论课

程学分可以相互置换。

三、资源投入

资源投入主要包括经费、人力资源和物力投入等方面。2022年，

公司与江苏海院港口机械与智能控制专业合作，开展横向课题技术研

究，到账经费 80余万元。

公司派遣 20名企业技术人员来校授课、企业技术人员授课、教师、

学生培训课时等人力资源投入 50万元。实习实训基地、创新创业场

地、设施等物力投入 100余万元。

四、参与教学

南京明州码头有限公司与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充分沟通和协商，

成立了港口与机电工程类专业共建共管委员会、按照“合作共赢，职

责共担”的原则，参与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目标制定、教学计划调整

等专业建设。如共同编制《港口机械与智能控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人才培养目标和就业岗位更为清晰明确。即港口机械与智能控制专业

面向港口机械设计制造企业、港口机械应用企业等两个不同行业，就

业岗位为港口机械的设计制造、使用管理、维护保养等不同职业岗位。

此外，校企共同参与港口机械与智能控制专业 28名学生顶岗实习

的教学，组织 2019级学生去企业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企业技

术人员来校举办专业技术讲座 4次，企业技术人员来校上课 15人。



学校开展百名教师下企业活动，进行“双师”教师队伍建设、教

师培训。公司安排 8名教师进行企业实践，拓展了教师视野、提高了

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

五、助推企业发展

学院参与本公司的职工培训、继续教育等企业职工队伍建设。学

院教师与企业技术人员合作，编写教材 3部。开展港口装卸工艺等方

面的研究，提高港口装卸效率和经济效益，助推企业发展。

六、服务地方

经过四年的建设，提升了现代港口生产技术实训平台“全面育人

四技创新”的社会服务能力。

1、大力深化教育培训工作

通过港口生产管理类、服务类、机械操作、维修类实训进行校内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方面；通过生产操作、库场管理、生产安全、生产

服务、机械操作、维修等培训项目进行对外员工培训及技能鉴定方面。

2、大力推进“四技”服务工作

通过创建应用技术研发团队、设立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重点产

业技术技能积累创新联合体进行团队建设工作；通过实施港口生产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开展“四技”服务工作。

3、大力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

按省、校、二级学院三个层级，通过“三措四法”建设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项目扶持体系；通过综合培训、竞赛集训、创业指导，孵

化一定数量的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七、保障体系

1、组织保障

学校设立“南京港口学院专业建设与改革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和

工作小组，领导小组协商决定工程总体方案与实施工程中的重大问题；

工作小组负责制定各、各子项目实施方案，具体执行领导小组的决议

和决定。

2、政策保障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出台了《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建设

与改革工程实施方案》、关于“推行现代学徒制改革”的有关文件，

全面开展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制工作。明确了建设目标，

建设内容和要求，提出了指导建设要求。为企业合作，产教融合工作

的开展，提供了政策支持。

学院教务处、财务处制定经费管理办法，并负责经费的使用和管

理。学院鼓励二级学院（教学部）筹措资金支持工程项目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将加强对各建设项目的检查、审计和绩效评估，

对项目和资金进行调整。

八、思考与展望

1、问题与挑战

2022年公司大力支持江苏海院港口机械与智能控制专业建设发展，

为企业参与高职教育做出有益探索。但是，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到，发

展中还存在诸多挑战：

（1）公司对国家职业教育的政策研究尚显不足，支持江苏海院的



政策落地不够。

（2）在企校共同完成基于岗位标准的专业建设、双向挂职师资培

养、学生顶岗实习等方面，缺乏创新性思路。

2、解决思路

（1）继续支持江苏海院校企合作理事会建设，稳步推进校企合作

的重大建设项目和重要事项，统筹调度企业资源，助力江苏海院办学

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水平提高。

（2）继续深入推进江苏海院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为学校、学生

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2023年，南京明州码头有限公司将站在新的起点上，一如既往全

力支持江苏海院建设发展，深度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培养更

多社会和港航业需要的合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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