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1.4 特色学院师资队伍建设方案及建设成果

广州城市建设特色学院团队建设及运作方案

职业教育集团化是新形势下职业教育实现资源共享，促进中高职

院校与企业优势互补和集约化发展的新途径、新模式；是建立与市场

需求和劳动就业密切结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创造广州职教新优势

的重要举措。职教集团在政府统筹职能的指导下，集专业人才培养、

人力资源开发、职业信息沟通、教育教学改革、产学研于一体，构建

完整的生源链、师资链、信息链、产业链和成果链，逐步形成规模优

势，提高学校和企业适应市场的能力。基于“平等、合作、诚信、创

新、共赢”准则，职教集团提出广州城市建设特色学院（以下简称特

色专业学院）领导团队建设及运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国家相关职业教育的法律和政策为指导，立足于建设行业科学

发展及对高素质技能性人才迫切需求的宏观背景，整合教育资源，形

成整体优势，突出专业特色，增强总体实力。通过加强校校合作、校

企合作、学校与行业协会及科研机构的合作，优化资源配置，形成以

职业教育院校为主体、以企业和行业为依托的多层次、立体化办学体

系，实现资源共享，整体提高职业院校适应市场的竞争力。特色专业

学院充分发挥群体优势、组合效应和规模效应，打造建筑职业教育品

牌，提升建筑职业教育的综合实力，为广州经济和职业教育事业的发



展服务。

二、特色专业学院领导团队设置及管理

广州城市建设职教集团是以推进广东省建筑业快速发展为目标，

以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培养为主要任务，以校企双赢为基本目的，以校

际合作、校企合作和工学结合为主要形式，由职业教育院校、相关企

业、科研院所及社会有关单位等自愿参加，按照平等、互利、自愿的

原则组成的具有联合性、互利性、非营利性的专业联合体。集团实行

指导委员会下的理事会负责制度，理事会由集团成员组成，制定相关

章程和制度，对集团化办学进行决策、规划、统筹、协调等相关事务。

广州城市建设特色学院领导团队在集团理事会下设 1 个特色专业学

院领导小组和四个专业校企合作工作组

含：特色专业学院领导小组，下设：

（1）市政工程技术专业校企合作工作组

（2）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校企合作工作组

（3）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校企合作工作组

（4）园林技术专业校企合作工作组

各企业、学校根据自身经营项目、专业设置等特点选择加入一个

或多个校企合作委员会（工作组），各委员会设主任一名、副主任 2

—3名、委员若干名，主任与副主任由集团理事长会推举产生。

特色专业学院领导小组和专业组在理事会领导下创造性地开展

工作，一般性秘书工作由主任所在单位担任，主要联系则通过集团网

站各专业委员会的端口进行。岁末年初，各委员会主任应在征求集体



意见的基础上完成上年工作总结，提出下年工作计划上交集团秘书处，

作为集团年度总结和计划的基础。

三、特色专业学院领导小组（工作组）的功能及工作设想

（一）信息交流、资源共享服务

校企之间主要包括：1、依托集团网站，及时发布成员学校专业

特色、人才培养、毕业生专业和数量等信息。发布企业专业人才需求

的数量与规格，为毕业生就业及校企人才互兼互聘牵线搭桥；2、依

托集团网站，建立各成员单位网页链接，及时发布成员单位在发展过

程中取得的成果，成为成员单位交流和宣传的窗口；3、在不影响企

业生产的前提下，协商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在企业建立长期、稳定、

对口的学生校外实训基地；4、在不影响教学的情况下，协商使用学

校实验室、图书馆及在学报学刊中优先发表论文、宣传企业等等；5、

有条件的企业也可在集团内学校建立其实训基地或者产品研发中心，

并享受基地、中心冠名权。等等。

校际之间主要包括：1、组织成员学校中的精干力量，在科学调

研的基础上制定专业培养方案、编制专业课程标准和教学指导书，供

集团成员共享；2、共享省级和校级精品专业、精品课程建设成果，

各校把精品专业、精品课程建设纳入校际选修课程，通过集团内局域

网实现精品专业、精品课程建设成果共享。3、每年由集团聘请集团

内外的职教专家、行业企业专家及专业技能专家就专业教学中的重点

难点问题进行讲座和研讨，提升专业教学水平；4、共同组织专业人

才需求调研，学生素质调研，形成调研报告，用以指导成员学校的人



才培养工作；5、各院校职业技能鉴定所面向集团内成员单位以最低

收费标准开展服务。组织集团内开展学生技能比赛。等等。

（二）促进人才培养深度合作

职业教育要想真正实现零距离就业，特色专业学院的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学生综合职业素质和文化品位等方面的要素建设不仅应听取

行业企业的意见和建议，而且要更新观念，建立新型的产教结合纽带，

主动融入企业。

企业的长远发展取决于各类高水平专业人才的积累，因此集团内

企业要主动依靠、积极参与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过程，实行订单式人

才培养。集团内的学校和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计划,签定用人合同,

并依据师资、技术、办学条件等基础设施共同协商招生、培养和就业

等问题,分别在学校和企业进行教学和生产实践,实行学生零距离就业

的产学研结合人才培养模式。这种模式使学校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

技能培训和企业的要求统一起来，把职业岗位要求的知识、技能、态

度、素质与受教育者的学习过程有机结合起来，使人才培养与企业的

生产方式、设备条件、管理模式、技术改造相适应，学校人才培养规

格明确，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得到进一步加强。企业可在集团内学校

实行“冠名制”订单式人才培养，如“XX企业班”。

此外，集团内的企业可作为投资方以设施、场地、技术、师资等

多种形式在集团内的院校建设技能鉴定中心、技术开发中心等实体，

企业以主人的身份直接参与办学全过程，共享办学效益。

特色专业学院定期组织校企专家座谈，互访，分析行业发展趋势，



及时将企业产品结构调整、技术更新、岗位变化等情况反馈到学校，

为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人才规格调整和教学方法改进提供科学决策依

据。培养符合企业特质的“零距离就业”学生，为企业节约人才培训

开支。根据企业需要，组织成员学校为企业进行员工继续教育与培训。

特色专业学院利用其较强的师资力量和教科研能力，联合中职

校，在成员企业的密切配合下，探索“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产业对

接、提高质量”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在专业设置、专业课程体系、

教学方法与组织、教材开发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共同提高。争取省

教育厅支持，尝试集团内各中高职院校之间联合办学，在共同参与人

才培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上走出一条新路。比如：集团内中职与高

职采取“3+2”分段模式联合招收五年制高职学生，前 2 年在集团内

各中职院校就读、后 3年可在集团内高职院校就读，共同联手打造建

筑业新型技术人才，从先进省份的实践分析，这种模式已经取得了很

大成功。

（三）促进专业人才流动与岗位互挂互兼

特色专业学院组织职教专家和技术专家，为中职校开展专业教

师技能教学法、课程开发等方面的提供培训与指导，提高教师专业素

质和职业能力。可根据中职校的要求，派骨干教师以“集团访问学者”

的名义参与到高职院的教育教学当中，时间为一年或一学期，在实践

中学习提高。也可以直接由高职院派专家、教授以讲座、培训、指导

的方式为中职校培养教学骨干。

特色专业学院探讨并建立校企人才互兼互聘机制。学校要积极



与企业联系，应企业要求采取灵活的培训方式，在企业员工的技能提

升、技术攻关、技术创新以及安全生产培训等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鼓励学校专业骨干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积极参与企业的技术攻关和

创新，帮助企业解决难题。

企业要创造良好条件，一方面接受学校专业教师利用假期或休息

时间到企业生产一线进行生产实践活动，使教师能亲自感受、充分了

解企业的人才要求，了解企业相应工种所使用的各种设施设备，特别

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等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根据学校需要，

视情况选派优秀技术人员担当学校的实习指导教师或兼职教师，加强

企业技术人员与教师之间的交流，提升职业院校教学团队建设水平。

（四）科研开发推广与其他业务拓展

依托集团特色专业学院可以加强联系与交流，发挥学院的人才优

势，建立自身特色的集团内办产业和产学研结合教育体系，促进新结

构、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在建筑、建材工业领域的应用与推广；

通过研究揭示行业、市场的发展变化趋势，为企业的战略规划与市场

策略提供咨询性意见或实用性操作建议。集团内学校、企业之间可以

联手进行科技攻关，开展横向课题研究，共同申报国家、省级科技研

究项目。主要方式：1、在调研基础上不定期公布行业的研发任务；2、

进行行业产业开发的可行性论证；3、组织技术小组，有针对性地开

展技术攻关；4、开展专业技术咨询、技术服务；5、推广应用新结构、

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6、开展应用技术的交流活动。

拓展和建筑业职业教育相关的其他业务，加强对外交流，在校际



之间交流的同时，扩大城市之间、省际之间和国际之间交流，争取与

国（境）外职教机构进行合作，进行管理、教学、教师和学生培训和

就业等方面的探讨与交流，推进建筑职业教育国际化。

（五）争取优惠政策

特色专业学院积极研究各级政府有关职教政策的新发展和新

举措，争取国家、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和建设职业教育集团的优惠

政策。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争取相关优惠政策：1、职业院校单独

举办的服务类校办企业，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4】39

号文件规定的政策执行。稳定接受学生实习实训，支付实习学生报酬

的企业，给予相应税收优惠；2、农村科学技术开发、技术推广的经

费可适当用于农村职业教育。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开展的下岗失业人

员再就业培训可按规定享受再就业培训补贴。分析政策变化对集团成

员的影响和机遇，及时作出反应，形成对策建议，供成员单位共享。

广州城市建设职业教育集团 广州城市建设特色学院

（城市建设工程系代章）

2019年 7月 2019 年 7 月



附：

广州城市建设特色学院领导小组

主任（组长）：

刘玉贵 （ 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雷华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系 副主任/副教授)

副主任（副组长）：

黄民权 （广州市建筑工程高级职业学校 校长/高级讲师）

钟萍云（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系 党总支书记/副教授）

成 员：

肖燕武(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副主任/副教授)

全国明(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主任助理/教授)

杨 粤 (广东创粤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代色平（广州市林业和园林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教授级高工）

周 宇（广东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赵伯豪（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组织部长/高级人力资源师）

陈军谋（广州秉木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炳进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廖晓波(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章玉平(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黎 颖(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秘 书： 叶小建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城市建设工程系

2019 年 7 月



市政工程技术专业校企合作工作组

组 长： 杨粤 (广东创粤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工）

副组长： 徐炳进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讲师）

成 员：张正军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陈小玉 （广东省环境保护工程研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杜元增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广州分公司高级工程师）

李继伟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博士)

黎永坚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工程师)

龚巧艳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讲师)

城市建设工程系

2019 年 9月 10 日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校企合作工作组

组 长： 周 宇（广东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副组长： 肖燕武(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成 员： 罗素宁（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曹书兵（广州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高级工程师）

宋向东(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黎颖(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傅余萍(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叶小建(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张婧婧(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吴曼林(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唐艳新(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梁妍妍(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张金晶(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城市建设工程系

2019 年 9月 10 日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校企合作工作组

组 长： 黄令涛（ 职务：广州市链家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招聘经

理）

副组长： 廖晓波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成 员： 曹劲军（广东中原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梁文冲（广州市白云区不动产服务协会）

李启强（广东省华侨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陈 悦（广州威格斯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雷 华（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李春云（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陶全军（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城市建设工程系

2019 年 9月 10 日



园林技术专业校企合作工作组

组 长： 代色平（广州市林业和园林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

/教授级高工）

副组长： 全国明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成 员： 彭镜民（佛山市绿之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崔 杰（广州市从化石门国家森林公园）

陈惠明（广州市绿雅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张晓华（广州花卉研究中心绿化公司）

谷胜春（广州市嘉卉园林绿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章玉平(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李俭珊(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城市建设工程系

2019 年 9月 10 日



建设“一站两基地”，打造高水平教师队伍

根据《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印发< 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

建设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教师〔2019〕6 号）《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 职

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的通知》（教职成〔2020〕7 号）等

文件精神以及我校《广东省域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计划学校总体建设方案》、提

质培优承接任务、“十四五规划”建设任务等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大力推进教师

企业实践流动站、“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和教师企业实践基地等“一站两

基地”建设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师资队伍实践能力、实践教学效果与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增强学校整体办学实力”的有效途径。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城市建设工程学院积极响应号召，2022 年 5 月 7 日，学院隆重召开产教深度融

合暨新校区实训基地建设研讨会，邀请广州建筑湾区智造科技有限公司等 13 家

深度校企合作企业负责人及企业代表参加研讨会，共计 50 多人参会，共建 20

余个“一站两基地”。依托“一站两基地”开展多方位培训、多维度实践锻炼，

提升双师型教师和双师型教学团队的技术应用能力、实践教学水平和信息化教学

素养，不断扩大双师型教师占比，学院“双师型”教师比例超过 90%。通过双向

流动、刚柔并进的双师型队伍建设与管理，持续优化双师结构，加大校企双师在

人才培养、产学研创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深入合作；通过共建共研共享方式，合

力打磨建设覆盖不同类型和不同需求的师资培训体系，打造高质量师资培训品牌，

不断扩大面向中高职院校乃至基础教育学校开展师资培训的规模效益。2022 年 7

月 13 日，学院联合中望软件公司组织的 2022 年 1+X 建筑工程识图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全国师资培训班，全面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更新教师信息化教学理念、改

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师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并为学校打造品牌树立形象做贡献。



产教深度融合研讨会暨“一站两基地”授牌领导嘉宾合影

伍第政书记为教师企业实践流动站基地授牌



李艳娥校长为“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授牌

张胜红副校长、王军副校长为教师企业实践基地授牌



王军副校长与中望软件的领导以及全国各地参培老师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