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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概况

1.1.企业简介

山西省水利建筑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山西水

工集团）成立于 1960 年，是万家寨水务控股集团旗下全资

子公司，具有国家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是

集“投资、开发、建设、管理、运营、科研”为一体的国

有大型综合施工企业。公司注册资金 15 亿元，资产总额

112.5 亿元。

山西水工集团下设 30 个分公司、7 个全资子公司、14

个控股公司。通过信用等级 AAA 级，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

一级，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整合型管理体系认证。

主要经营业务范围：水利水电工程、机电工程、矿山工程、

建筑工程，金结构制作安装、基础处理工程、市政公用工

程、公路与桥梁工程、生态修复工程、园林绿化、河湖景

观工程及工程项目管理、爆破设计施工、安全评估、安全

监理、水利工程技术咨询、水利工程检验检测等。同时开

展投融资业务，能够独立承揽 PPP 模式、特许经营模式的

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项目。

山西水工集团作为山西省最专业的水利施工企业，60

多年来，先后承建了南水北调、雄安新区河道综合治理、

东北三江治理、辽西北供水、鄂北供水、江西太湖水库、

贵州夹岩输水、广东石碣污水处理厂等多项国家级重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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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省内万家寨引黄入晋、汾河二库、张峰水库及兴水

战略、大水网等多项大中型水利工程。同时，公司实施

“走出去”发展战略，承建了菲律宾、缅甸、亚美尼亚等

多个海外项目。拥有 TBM 隧洞掘进、PCCP 制作安装、堆石

混凝土筑坝、碾压混凝土筑坝、混凝土面板堆石坝、胶结

颗粒料筑坝、预应力钢筒混凝土顶管、涂塑复合钢管制作

安装等多项国内领先技术。拥有山西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山西省水生态与水工程研究中心、山西省智慧水利研究生

教育创新中心三大科创平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承建

多个工程项目荣获“国家优质工程奖”“中国土木工程詹

天佑奖”“中国水利优质工程大禹奖”“山西省建筑工程

汾水杯质量奖”“江西省水利优质工程赣鄱奖”等荣誉，

连续多年被评为“山西省骨干建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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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企业文化

作为山西省最大的水利施工企业，属于水利行业龙头

企业，具有行业引领作用。先后承建南水北调、汾河水库、

万家寨引黄入晋和山西大水网等大批国家和省、市“高、

精、尖”重点工程项目及菲律宾等多个海外工程项目。拥

有各类型大坝工程施工、双护盾 TBM 和开敞式 TBM 施工及

PCCP 安装施工的核心技术，多项科技成果居同行业领先水

平。承建的多个工程项目荣获“国家优质工程奖”“中国

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中国水利优质工程大禹奖”“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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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建筑工程汾水杯质量奖”等荣誉，连续多年评为“山西

省骨干建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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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企业发展历程

山西水工产业学院 2021 年 6 月成立，为确保产业学院

高质量有效运行发展，学院印发了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成立山西水工产业学院的通知（晋水院办〔2021〕69

号），文件对水工产业学院的性质进行科学定位，明确工

作合作内容，定位特色优势发展方向，同时也成立了以学

院院长和企业董事长为产业学院领导的产业学院领导组织

机构及各专业合作工作组，明确建设任务和工作职责。同

时校企双方签署了共建山西水工产业学院框架合作协议和

建设实施方案，进一步细化建设内容和实施计划，列出了

阶段性成果产出，达到校企双方共建共享共赢。为方便开

展工作成立校企合作实验室，为相关实训项目开展奠定基

础。目前正在按照年度建设方案稳步推进校企合作，在教

师实践、学生实习实训、科研技术服务、校企合作教材、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课程实训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建

设成果，为后期更深入的合作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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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资源投入情况

2.1.有形资源投入情况

2.1.1 财务资源投入情况

2024 年无直接财务资源投入。

2.1.2 实物资源投入情况

2024 年度无实物资源投入。

2.2. 无形资源投入情况

企业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深度参与水利系人

才培养方案修制定、课程标准、实训指导书编制工作，提

供水利工程专业建设论证和产教融合研讨等会议，同时为

专业建设和课程改革提供专业咨询指导、技术资料和工程

案例资料。

2.3.人力资源投入情况

安排水利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学生顶岗实习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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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教师企业实践锻炼工作，突出企业优势，为教师传

授水利工程一线工作经验和先进技术，确保课堂教学符合

企业技能要求，推动产教融合深度发展。精选企业技术人

员和高工组建企业师资库，作为学院的外聘教师和实习指

导教师，参与学院的教学和育人活动。

3. 企业专项支持情况

3.1.培训师资力量

水工集团给予学院师资力量较大的支持力度，选派优

秀技术骨干和业务能力强的高工担任学院教学和实训指导

工作。形成了企业兼职教师库，企业也出台了相关政策，

鼓励和支持企业技术人员到校授课，校企双方形成互动机

制，专业教师定期到企业岗位实践锻炼，企业提供生产岗

位供教师实践，并配备专业人员跟岗指导。



12



13



14



15

教师到企业进行专业实践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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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开放实习岗位

水工集团在顶岗实习阶段为水利系学生提供顶岗、跟

岗实习岗位 200 个，保持良好的实习和用人机制，2022、

2023 年安排顶岗实习学生 40 余人，召开了 2023 级订单班

培养人才宣讲会议，完成输送水利就业人才 20 人。坚持每

年暑假为水利专业教师提供教师企业实践锻炼岗位 60 个，

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指导、咨询和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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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就业对接名单

3.3.共建实训基地

双方按照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工作要求，定期开展实

训基地共建交流汇报，校内水利工程综合实训基地建设和

校外实训基地建设合作，2023 年捐赠施工设备 14 台套，保

持稳定合作沟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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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协议

校企合作实训基地签署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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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科研合作转化

校企共同打造技术技能平台，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建

成智慧水利科技创新平台 1 个，完成水利科技项目 6 项，

149 万元，专利及软件著作权 3 项，发表学术论文 10 篇，

荣获省级以上创新创业竞赛奖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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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学术合作交流

新建山西水利人力资源培训基地、智慧水利技术应用

服务中心，定期开展交流合作和工作推进，取得一定成效，

在学术合作工作上还需要加大推进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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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企业参与“五金”建设情况

4.1.专业建设

创新校企联合人才培养模式。与山西省水利建筑工程

局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共同构建符合水利水电建筑工程专

业群的人才培养定位的课程新体系和专业建设新标准。

“引企入教”，推进现代学徒制合作办学，推进“学历证

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改革，形成专业群特色鲜

明的“双主体、导向式、五贯通、六融合””的人才培养

模式。深度参与人陪修订和课程标准修订工作，主持和参

与水利水电工程技术、水利水电工程智能管理和摄影测量

与遥感技术资源库建设 3 项，其中主持的水利水电工程技

术专业资源库立项山西省教育厅。我院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专业与山西工程技术学院土木工程达成联合培养协议，获

批教育厅高本贯通培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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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课程建设

优化课程体系，丰富课程资源。构建“底层共享、中

层分立、高层互选”专业群课程体系，重构水利特色的模

块化课程，实现德技并修。引入行业企业的新知识、新技

术、新标准、新设备、新工艺、新成果和国际通用的技能

型人才职业资格标准，动态更新教学内容。成功获批 2 门

国家级精品课程、2 门省级线上金课、2 门院级精品课程。

获批第三届黄河流域产教联盟优秀在线精品课程 2 门，校

企共同修订了所有专业核心课程标准和开发了 10 个综合实

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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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教材建设

校企联合开发新形态教材，教学模式多样化。校企共

同开发十三五、十四五国家职业教育规划教材 4 部、立项

省级规划教材 6 部、新形态教材 5 部、行业规划教材 4 部，

职工培训教材 6 部，活页教材 3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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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施方案的建设任务要求，拟启动校企“双元”

合作开发新形态特色教材项目 8 个，现委托山西水利职业

技术学院和山西省水利建筑工程局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共同

编写，并配套相应的信息化资源，具体情况见附表。

校企“双元”新形态教材情况一览表

序号 教材名称

主 编 参 编

校方 企方 校方 企方

1 水工建筑物 杨 勇 解 龙

张伟丽

王长运

郝 转

王 芳

2 水利工程识图 王长运 焦阳太
丁 杨

秦 娜
张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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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技术 薛 桦 张保胜
吕中东

程才华

宋金平

王竹强

付建生

赵中宇

王海龙

张军强

任俊奎

4
水利水电工程造价与招投

标
雷成霞 张之梁

刘淑文

武金萍

李建文

卫瑞岗

5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与

管理
魏 闯 王彦武

薛 桦

张士俊
杨会峰

6 水利工程监理 吴矿山 常民生

李雪转

张 莹

程才华

牛 栋

7 岩土试验检测实训 张 茹 张瑞芳

王经国

仇文俊

韩晶晶

毕小兵

崔翔辉

8 建筑材料检测实训 董向前 薛日芳

张小鹏

杨晓贝

赵婉辰

王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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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师资建设

师资队伍得到提升和优化。打造一支数量充足，专兼

结合、结构合理的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并成功申

报了省级“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黄炎培杰出贡献奖 1

项，山西省“双师型”教学名师 2 名，山西省职教名师 4

名。水利部水建专业带头人 1 人，获得水利行业“双师型”

教师 15 人，水利部首席技师 1 名，行业企业专家 4 名，校

内专业带头人 10 人，骨干教师 30 人，校外专业带头人 4

人，外聘教师 50 人。主持在研省级教改项目 20 余项，横

向课题 40 多项。学院承办 2023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智能节水系统设计与安装赛项获得一等奖第一名，2 名教师

获得优秀指导教师。2023 年山西省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

团队、水利部水利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教育部国

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成功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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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基地建设

实践教学基地完善和升级。其中拥有国家级现代水利

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山西省级示范实训基地 3 个（节水灌

溉技术实训场、水利建筑施工实训场、水利工程综合实训

基地），山西省重点专业实训基地 3 个（水利工程专业实

训室、水利水电建筑工程专业实训室、机电一体化技术专

业实训室）。水利工程专业成功立项山西省职业教育高水

平实训基地“十四五”第一批建设项目，泵站虚拟仿真实

训平台二期正在搭建。水利工程综合实训基地升级改造完

成，十四五产教融合综合实训大楼主体工程完工，山西省

李雪转技能大师工作室获批建设。山西省教育厅山西水工

特色产业学院成功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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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企业助力学院随企出海情况

为适应国家职教出海战略，结合我校专业特色和企业

海外项目情况，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山西省水利建

筑工程局集团签署了校企协同走出去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为下一步随企出海奠定了坚实基础，一年来，也取得了一

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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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企出海的海外工程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Kaps 大坝及附属结构施工项目

项目背景：1985 年，苏联开始在 Gyumri 附近的

Akhouryan 河修建 Kaps 大坝，预计高度为 90m，蓄水量为

90Mm3。其目的是改善 Shirak 省的现有灌溉系统，同时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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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Armavir 和 Aragatsotn Marzes 可灌溉地块的灌溉水供

应。

由于 1988 年斯皮塔克大地震和 1991 年苏联解体后经

济形势恶化，卡普斯大坝的建设未能完成。1993 年，建筑

被废弃。这项工作包括一个约 26 米的高度以上的堤坝中央

基础和在河的右边和左边的两个堤坝。此外，还有一条施

工隧道，Akhouryan 河目前流经该隧道，一条灌溉隧道从

设想的水库区域开始，并在大坝下游结束，还有一条 3000

米长的隧道，即所谓的 Kumayri 隧道，该隧道从两侧开始

施工，但尚未完工。

主要施工任务：大坝填筑至海拔 1731.9 米，大坝建成

后高度为 61.9 m，坝顶长度 422 m，库容 26.47 Mm³，修建

溢洪道并修复底孔隧洞和灌溉隧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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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李建文老师和学生姚锦鹏在亚美尼亚国家交流合作项目

张世昊目前在 Kaps 大坝项目上合约部工作，主要负

责的工作是工程计量与结算；合同管理；编辑周报月报。

偶尔也参与施工方案编写、绘制图纸、测量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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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面临的问题与预期展望

6.1.面临的主要问题

校企合作根据建设方案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

定的建设成果，但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完善解决，比如合

作存在一头热的问题，虽然有产业学院平台和运行机制基

础，但是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和深度不够，引入学院的投资

建设达不到预期目标，提供的实习岗位和就业还需要进一

步提高，校企双方领导层交流较少，学校专业教师深入企

业机会不多，企业对学生就业需求不明确，水利工程对口

就业不乐观，还有很大潜力提升。

6.2.预期展望

需要行业和政府部门发挥指导作用，政行校企形成联

动机制，实施一把手责任制，纳入单位绩效考核目标任务，

确保校企合作力度和深度，学校和企业为主体，加强沟通

交流，定期开展专业指导和技术交流，举办校企合作年会

和交流会，真正融合发展，形成校企联合体，共同培养新

时期技术技能人才，解决就业出口问题，确保水利职业教

育良性循环，提高水利人才培养质量和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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