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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产研全面合作 国校企三方受益
’

— 一个乡镇企业是怎样走上腾飞之路的

常柏林 莫锋营

(盐城工学院
,

盐城
,

2 2 4 0 0 3 )

位于黄海之滨
、

苏东平原的盐城工学院和海安县建材机械设备厂
,

从 1 9 8 9 年开始建立了

教育
、

科研
、

生产全方位的产学合作
,

由松散合作到紧密合作
,

从单项合作到全面合作
,

使国家
、

学校
、

企业都获得可喜的收获
.

国家税收从 1 9 8 9 年的 12
.

97 万元
,

增长到 1 9 9 4 年的 6 20
.

4 万

元
,

增加 4 6 倍 ;学校的教师在合作教育中经受了锻炼
,

丰富了教学实践经验
,

迈开 了教学改革

的新步伐
,

学校的硅酸盐工程和机械制造专业成为国家教委高等工程专科教改试点专业
,

学校

成为江苏省高校教育教学改革试点单位
; 企业利润从 1 9 8 9 年的 30

.

6 万元
,

增长到 1 9 9 4 年的

5 5 0
.

9 万元
,

增长 18 倍
。

产品出口额从 O增至 3 50 万元
,

销售额从 1 0 0 0 万元增至一个亿
。

回顾我们 6年的合作之路
,

是一条探索
、

发展
、

再探索
、

再发展不断深化改革之路
。

合作的

主要途径是
:

一
、

愉送人才
,

送教上门
,

为提高企业职工文化和技术素质服务
。

6 年来
,

学院先后向企业

输送了四名品学兼优的大专生
,

目前均 已成为企业职能部门的业务和技术骨干
。

与此同时
,

1 98 9
、

1 9 9 0 两年先后两期在该厂举办了
“

建材机械
”

专业大专层次的专业证书班
,

并且利用业

余时间开办了多期专题讲座
。

学校选派
“
双师型

”

的教师到厂讲课
,

企业选派具有高中文化基

础
、

生产一线的业务骨干参加学习
,

其中有副厂长
、

技术科长
、

车间主任共 73 人
。

教师结合生产

实际讲理论
,

既是书本知识的传授者
,

又是生产技术问题的解惑者
,

学员听得认真
,

学得深切
,

记得实在
,

解决问题
。

在专业证书班学 习的 73 名学员中
,

目前多半成为企业中层以上的技术或

管理骨干
,

其中有 32 名分别向国家专利局提出 17 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

并有 13 项获得国家

授权证书
,

30 多项获得厂科技成果奖
。

二
、

选派专业教师
,

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

学院多次派出专业对 口的教师
,

到企业的生产

现场
,

诊断咨询
,

帮助企业办实事
,

解决产品在设计和工艺过程中的技术问题
,

为企业提高产品

质量服务
。

公差课老师
,

对该厂生产的 3
.

5 米旋粉机质量不过关的问题寻求解决办法
。

这位老

师在原图纸设计上下功夫
,

从电动机到主轴
,

改动了二干多个错误的尺寸链
,

从此
,

该厂生产的

3
.

5 米旋粉机
,

不再发生主轴跑偏
,

齿轮脱落的质量问题
,

获得了客户的好评
,

成为优质产品
。

金属工艺学老师
,

深入铸造现场
,

经过诊断解剖
,

发现操作人员工艺流程不规范
,

提出了规范操

作规程
,

从而解决了
“

三孔
”

问题
,

提高了铸造质量和一级品率 ;机械制图教师
,

专门就该厂的生

产图纸
,

结合实际
,

为企业的一线技术骨干开设专题讲座
,

从而提高了职工的识图水平和画图

能力
。

事实向人们进一步揭示
: “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

教育是科技的基础
” ,

促使企业的领导更加

收稿 日期
: 1 9 9 6一 1 2一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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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教育以及对经费的投入
,

该企业 1 9 8 9 年用于教育的经费为 3
.

5 万元
,

1 9 9 5 年用于教育的

投资为 10 万元
,

厂长王华业深有体会地说
: “ 企业各项投资中

,

唯有投向智力的部分
,

是最经

济
,

效应最长久的投资
。 ”

三
、

联手合作科研
,

为企业积蓄并释放能 t 服务
。

企业要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立于不败之

地
,

必须不懈地追求产品的高科技含量
;
学校要深化教育

、

教学改革
,

提高办学和人才质量也必

须在科研上有所作为
。

一个共同的心愿— 生存和发展
,

把校企双方联手搞科研的积极性调动

起来
。

这种联手
,

实际上
,

企业是借
“
脑 ”
生财

,

学校是借
“

窝
”
生蛋

,

取长补短
,

相得益彰
。

学校派

出建材机械教研室的两名老师
,

与企业的领导与技术人员
,

进行调研
、

论证
,

先后获得了
“
中心

进料多辊立磨
” 、 “

高效离心式选粉机
” 、 “ F L 液压传动塔式机械立窑

”
等 13 项科研成果

。

该厂近

年来共开发新产品 33 个
,

其中 10 个主导产品
,

2 个填补了国内空白
,

8 个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

其中改进型预加水成球技术装备在国内同行中产销量第一
。

科研成果不仅在企业开了花
,

而且在学校教改上也结了果
,

这些新的工艺
,

新的装备充实

了学校的专业教科书
,

缩短了教材与现实相脱离的时间差
。

学院一个副教授与工厂厂长王华业

还联合出版了《机械立窑 》专科教材
。

四
、

企业成为学校的实习基地
,

学生的毕业设计成果又为企业改进工艺
、

技术改造服务
。

1 9 9 2 ~ 1 9 9 5年
,

学院每年都派建材机械专业的毕业班学生到企业进行毕业设计和毕业实习
,

企业敞开大门
,

提供方便
。

每当本校同学到厂实习时
,

企业的一把手都亲 自接待
,

热忱欢迎
,

免

费提供食宿
,

还给实习学生一定的生活补贴
。

学生的实习课题由企业与学院的带队教师共同选

定
,

把企业生产上的问题
,

作为学生毕业设计课题
,

真刀真枪
,

真抓实干
。

学生毕业设计先后为

企业改进了 17 套工装夹具
,

受到了企业的好评
。

学院聘请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讲产品结构和

工艺
,

学生说
,

这些课
,

是学院课堂里和教课书上找不到的内容
。

它不仅丰富了学生的知识面
,

而且加深了对书本知识的理解
,

扩大了毕业生的专业知识
,

提高了毕业生的质量
。

6 年的教育
、

生产
、

科研的合作
,

使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也为学院专业

教研室的教学改革带来了可喜的成果
。

海安建材机械设备厂
,

原来是一个濒临倒闭的乡办小厂
,

百十个人
,

十几台生产农具的简

单设备
,

没有一名专业技术人员
。

如今
,

已成为国家建材局的定点企业
,

江苏省明星企业
,

全国

双优服务单位
。

该厂的产品分别荣获省优
、

部优
、

国家级新产品
、

全国双新博览会金奖
、

中国公

认名牌产品
。

其中
“

托棍支承边缘传动机立窑
”

产品在首届中国实用技术产品边贸博览会上荣

获金奖
, “

高效离心式选粉机
”

被国家科委
、

国家外国专家局
、

国家技术监督局评为
“
国家新产

品
” , “
液压传动塔式机械立窑

”
获 19 9 3 年星火计划成果奖

,

1 9 9 4 年获联合国技术信息促进系

统中国国际分部
“

发明创造新科技之星奖
” ,

并被国家科委评为
“

国家级新产品
” 。

企业的销售

额
,

从 1 9 8 5 年的 2 0 3 万
,

上升到 1 9 9 4 年的 8
,

5 4 4 万
,

自有资金从 1 9 8 5 年的 2 0 5 万
,

上升到

5 7 12 万
,

这个企业没有一分钱银行贷款
,

相反
. ,

在银行帐户上经常有成千万的存款
。

1 9 9 4年 10

月
,

经江苏省体改委批准
,

由王光英副委员长亲笔题词
,

组建了
“

江苏鹏飞集团
” 。

一个 乡办企业

何以能在强手如林的建材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 他们所走过的腾飞之路
,

是一条探索
、

发展
,

再

探索
、

再发展
,

教
、

产
、

研全面合作之路
。

在合作中我们的粗浅体会是
:

一
、

校企合作
,

互有需求
,

是产学合作持续发展的内动力
。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
,

学院

和企业都将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影响和冲击
。

学院自从打破
“

统招统配
”
机制后

,

学生的培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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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将受到市场的检验
,

因此
,

学院必须在专业设置
、

课程设置
、

教学内容
、

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

改革
,

要改革首先要改关门办学为开门办学
,

改课堂育人为与社会共同育人
。

因此
,

产学合作

是学院深化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 ;而企业
,

面临强手如林同行的挑战
,

巫待提高产品高科技含

量
,

抢占市场
,

参与竞争
,

就必然呼唤人才
,

呼唤技术
,

呼唤与高等学院的合作
,

尤其是乡镇企

业
,

这种危机感
、

紧迫感更加急切
。

双方的危机感是产学双方携手合作的内在驱动力
,

也是产学

合作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渊源所在
。

6 年来
,

学院从输送人才
,

送教上门入手
,

到选派教师帮助解

决产品设计和产品质量上的问题
,

直到院企联合开发科研
,

使企业在合作中逐步尝到了甜头
,

不断提高双方合作的兴趣
。

学院在合作中也得到了充实
,

丰富了教学内容
,

提高了教师素质和

教育教学质量
。

二
、

互利互惠
,

立足服务
,

是产学合作的出发点
。

学院与企业的合作
,

它的出发点绝不是通

过合作向企业索取什么
,

而应当把合作的立足点放在全心全意为企业服务上
。

毋庸置疑
,

当企

业产生效益后
,

学院也会得到相应的劳动所得
。

学院为企业输送人才
,

送教上门
,

帮助企业提高

职工文化和技术素质
,

该企业有 35 名职工申报了 31 项科研成果
,

使企业得到了实惠
,

尝到了

教育投入的甜头
;学院派出教师帮助企业解决产品设计和生产工艺上的问题

,

提高产品的科技

含量
,

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

企业妥善安排了教师的食宿
,

支付了合理的劳动报酬
,

并对学

院的毕业班学生提供了优惠的实习条件
。

三
、

教育
、

生产
、

科研
,

全面合作
,

才能使产学合作持续
、

有效
、

永恒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校

企双方都面临着竞争和挑战
,

优胜劣汰
,

是市场经济的主旋律
,

因此
,

生存和发展
,

是校企双方

面临的两大课题
。

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不断追求产品的高科技含量
,

以增强参与市场竞争

的能力和后劲
;
学院要深化改革

,

提高质量
,

维系生存和发展
,

就必须与企业合作
。

因此
,

这种合

作不应是单一的合作
,

而是教育
、

生产
、

科研全方位
、

全过程的合作
,

不是一时一事的合作
,

而是

一种相互渗透相互参与的伙伴型合作
,

这样才能使合作得以持续
,

不是一阵子
,

一下子
,

而是一

辈子
,

始终如一的合作
。

产学合作要提倡做实事
,

见实效
,

尤其就校方而言
,

要发挥自己的人才

优势
,

急企业所急
,

想企业所想
,

把企业的难题作为自己的攻关课题
,

只有这样
,

才能使合作有

效
,

只有有效
,

产学合作方能永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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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题的解法在多种刊物上讨论过
。

在诸种解法中
,

建立运

动方程是关键
,

也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困难所在
。

因此
,

进行多种解题方法的讨论
,

让学生正确

理解概念
,

认真分析物理过程建立的数学模型
,

不管其表面形式如何
,

得到结果均一致
。

在大学物理教学过程中
,

利用中学物理的基础
,

对相关内容采用概念
、

规律的类比
,

使学生

易于接受
“

微元法
”
思想

,

自觉地用高等数学来解大学物理问题
,

顺利地从均匀的
、

恒定的中学

物理的情境中过渡到非均匀变化的大学物理情境中
,

是思维上的一次大飞跃
。

多年来教学实践证明
,

引导学生对新
、

旧知识的类比
,

并通过典型的
“

一题多解
” 、 “
一题多

变
”

的例题分析
,

透过数学模型的外表形式看清物理本质
,

能较快地帮助学生克服思维定势负

效应的影响
,

顺利完成思维上的飞跃
,

实现能力升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