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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况

新疆华羿元腾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5 月，位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总部位于深圳西乡。是一家以从

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主的企业，企业注册资

本 3000 万人民币，公司占地面积约 206 亩,拥有 80000 平方米无

尘车间及 3000 平方米办公楼，配套有可满足 2300 人就餐的员工

食堂和 1200 人左右的电梯公寓。

公司计划投资 8 亿元设智能终端产品、生活小家电及配套产

业链。包括手机终端、智能穿戴设备、TWS 无线蓝牙、蓝牙音箱

等产品研发。配套产业链包括：SMT 贴片、模具制作、注塑生产、

喷涂线、音频配件、数据线、耳机、五金、CNC 等配套，带动就

业岗位 800-1200 人。

表 1 设备配置、带动就业人数、产值

序号 设备配置 数量 单位 带动就业人数 年产值（万元）

1 LCD 自动生产线 4 条 120-200 300

2 充电器设备 5 条 150-200 300

3 SMT 全自动贴片线 6 条 80-120 200

4 配套设备生产线 8 条 100-160 40

5 五金生产线设备 5 台 100-150 100

6 全自动注塑机 20 台 60-80 1000

7 数据线生产设备 200 台 300-400 7000

马达自动化绕线机 40 台及全自动化生产线 4 条，耳机自动

化粘膜机及复合设备 10 台。公司正在发展壮大阶段，有良好的

发展空间和晋升平台。

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二十年来，秉承“就业引领、素养

筑基、实训为重、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将机电一体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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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精心打造为学院的重点建设专业。两个专业

毕业生一直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学生就业率近三年均达 100%。

二、参与办学

新疆华羿元腾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作为新疆阿克苏招商引资

企业与新疆阿克苏地区 4 所中高职院校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

2021 年 6 月 20 日新疆华羿元腾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羿元腾）与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签约仪式成功举办。

华羿元腾总经理伍恒、财务经理黄志强、人事行政主管贾玉婷，

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院长董燕及随行校方领导出

席了签约仪式。

校企双方就人才培养、合作模式以及专业设置、技能学习、

实习就业等方面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和交流，并达成共识。双方

签署了校企合作协议，以充分发挥双方办学优势，形成“合作办

学、人才共育、合作发展”的良性合作机制，着力打造电子生产

特色专业。

三、资源投入

（一）经费投入

本年度企业投入 2000 余万元新开辟充电器设备、SMT 全自

动贴片线各 2 条生产线，用于开展电子设备组装制作方面培训、

技术服务，提升学生电子设备组装制作的技能水平。

（二）人力资源投入

学生在企业半工半读期间 9 名专任教师通过“线上+线下”

方式进行授课，企业技术人员为学生授课课时达 150 学时，派驻

实习指导教师入住企业对学生进行专门管理，安排 8 名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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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每周轮流赴企业进行检查。

（三）物力投入

为保障学生学习生活条件，企业为学生购买宿舍床、热水器

等家具 1 万元，每日接送学生上下班车辆使用费 18000 元/月，

学生每人伙食补贴每日 26 元。

四、参与教学

（一）专业建设

华羿元腾高级工程师、充电器厂厂长曹永华于 2022 年 5月

21 日参与了学院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论证，结合产业发展、企业人才需求校企共同确立人才培

养模式、设置课程。

图 1 学院 2022 级人才培养方案论证会

（二）学生培养

1.深化产教融合，打造高端技术人才平台

为进一步提高专业服务制造产业的能力，学院深入推进“校

企合作、产教融合”办学模式，加强校企“合作办学、人才共育、

合作发展”，致力于学历教育和培训工作双轨融通，打造具有特

色职教类型教育新高地，为电子生产产业发展培养输送更多优秀

人才。2021 年 9 月，学院主要领导和专业带头人带领 2020 级机

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61 名学生赴企业开展半工半读。202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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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76 名学生赴企业进行实操学习。

图 2 学生在实际操作充电器组装

2.企业高度重视，安排专业指导老师随行教学

企业高度重视与学院的合作，安排专业知识丰富的指导老师

利用专业设备在车间进行授课，通过进厂的岗前安全教育培训、

部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及专业知识的传授，让学生对电子生产行业

的重要性有了深刻认识，在专业认知、未来发展与就业前景方面

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提高，在专业发展上有了明确的学习目

标。

3.部门班组培训，使学生获得了归属感

企业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分成不同的班组，并以部门班组形

式从工艺流程、设备的工作原理、安全技术规范等方面进行学习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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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线材厂厂长为学生讲解设备操作手法及构成

（三）师资队伍

实施“双导师”对学生进行培养，企业选派 5 名技术骨干对

学生进行数据线生产、充电器生产制造、组装操作的培训、指导；

2 名技能强、有威望的企业技术主管被聘为学院兼职教师。

图 4 学院在 “教师节”颁发企业特聘教师证书

五、助推企业发展

（一）企业职工队伍建设

学院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毕业生供不应

求。2021 年 9 月与华羿元腾合作以来，为公司培养输送员工 212

人，通过培训实习，使学生学到了专业技术知识，实现业务技能

的提升，薪资待遇的提高，更好的服务于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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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从每天的班前会开始，脚踏实地的学习实践。阿提古丽、

谢依代、阿迪拉等从学员提升为班组长，薪资待遇从 1500 元涨

至 2300 元，已经成为公司的主干力量。

图 5 校企双方与学生座谈、挂牌

（二）效益提高

通过校企紧密合作，带动华羿元腾的数据线生产、充电器生

产社会经济效益显著提升，与 2021 年相比同比增长达 40%。

六、服务地方

服务产业行业

华羿元腾与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在校企合作模式、职业教育

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模式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尝试和实践，在员工

的培养和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产教深度融

合，有效服务阿克苏地区乃至南疆装备制造产业发展。

从学生入企开始，华羿元腾组织专门的学生与企业“双选”

活动，以“准员工”标准录学生，学生实现学徒角色转换；派专

人全程跟踪、参与教育教学过程，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定期到企

业走访实习学生。双方以学生的培养和企业员工培训为纽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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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输送技能型人才，实现企校双赢。

七、保障体系

（一）院校治理

根据教育部颁发的《关于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工作的实施意

见》和《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学院与企业之间采取半

工半读、订单班、冠名班等方式合作，双方通过“合作办学、人

才共育、合作发展”培养服务产业发展所需的人才。

（二）政策保障

目前我国电子产业生产、制造业正在稳步发展，电子仪器及

设备、与电子设备相关的电子元件、电子器件的制造生产满足人

们对于信息化时代电子产品的需求。近年来，作为国民经济的前

沿性、基础性、战略性、支柱性产业，随着智能手机、智能家居

等产业蓬勃发展，电子制造业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十四五”

期间，我国进一步加大政策供给，先后出台了工信部印发《“十

四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加快构建推动电

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等一系列政策；着力完善标

准体系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实施了《电子信息产业十四五

发展规划 》持续推动国家、行业标准制定。

（三）责任年报

本学年校企双方在校企合作模式、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教学模式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尝试和实践，成效明显，有效的发挥

了华羿元腾企业办学主体作用，编制参与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人

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

八、问题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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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校企共同开发课程方面进展较慢，部分学生的专业素养有待

进一步提高才能适应企业对学生的高标准和高要求。

（二）设想与展望

华羿元腾通过与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专业指导委员会进行

研讨，针对人才培养需求，下列问题有待进一步改善：

1.学校应加强学生的体能训练和心理素质的培养

学生进入专业学习和岗位工作后体能付出也迅速增加，因

此，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是持久工作的保障。

2.电子生产制造企业生源数量和质量的问题

作为技能型人才贯通式培养改革试点学校，学校应根据招生

方式的变化采取积极应对措施从而继续保证学生的生源质量和

数量，促进校企合作项目的持续和深入。

3.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的持续改进问题

随着企业对人才培养质量要求不断提高，校企合作开发课程

需深入开展，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与专业课程设置也应随着企业

的发展变化不断的改进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