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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建设背景 

新昌素有“东南眉目”之称，“八山半水分半田”的地

貌格局，工业经济建设用地匮乏，这样的地貌无疑是经济发

展的天然短板。回溯新昌城市发展的历程，工业化在其中扮

演者重要角色。“工业强县，科技兴县”指引着新昌的发展

创新之路。“资源不足科技补”，正是科技创新，引领着新

昌企业不断打破既有发展模式，寻求自我机制更新，从汹涌

的竞争红海中突围而出。创新，已经成为新昌的城市基因，

使得新昌能够跨越资源先天不足的缺陷，推动新昌工业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 

目前，新昌工业经济优势明显，现有上市企业9家，是

国内重要的中小成套轴承生产出口基地和“中国轴承之乡”。

全县拥有新型纺织器械、精密轴承及专用装备、制冷元器件、

汽车零部件等特色优势主导产业，被工业和信息化部命名为

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但在工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

绩之下，也存在着担忧。从创新发展所需的人才支撑情况看，

新昌面对着人才紧张和人才外流严重的问题，2016年底新昌

户籍人口43.6万人，常住人口38.5万人，净流出人口仍达5.1

万人，其中有不少高层次人才和创业精英。在以上大背景下，

培养服务于新昌经济的专业技能人才显得极为重要，而电工

正是工业产业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工种。 

工作室所在学校新昌职业高级中学，是一所具有30余年

悠久历史的学校，是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全国职业指

导工作先进单位、国家机电项目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国家

重点技工学校、浙江省首批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

校、中央财政支持建设的职业教育实训基地、浙江省首批课

程改革基地学校、浙江省综合性公共实训基地、浙江省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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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理事长学校。 

学校具有与当地产业相吻合的专业设置，开设了机电一

体化、数控维护、数控技师等一系列专业。机电专业为新昌

职业高级中学主干专业，目前在校生近1500人，专任教师122

人，其中高级职称31人、高级技师24人。 

在新昌职业高级中学建设工作室，有利于打造掌握新技

术、新设备的专业化师资团队，提升对机电类专业的教学能

力；有利于实现校企的技术对接，开展更好的人才培养模式，

进一步增加校企合作的深度；培养出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服务

于新昌经济，能解决企业用人难、缺乏专业人才等问题。因

此，申请张方明技能大师工作室十分有必要。 

二、建设任务 

1.指导思想及原则 

大师及工作室以“重人才、显技能、展实效”为指导思

想，围绕“大师”开展开展一系列的科研、企业技术支持、

教学、实训、人才培养等工作，以企业实际项目开发为主线，

合理配置大师工作室的师资资源，优化大师工作室布局，加

强机电专业和实训基地建设，深化课程改革，推进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着力提高育人效益，突出服务社会特色，推动机

电专业建设和谐发展。 

大师及工作室以“创新、行动、提升”为原则。大胆创

新，着力科研，积极行动，推动教育教学、人才培养模式、

师资队伍建设、企业技术支持等工作，充分发挥大师及工作

室在机电高技能人才培养、机电专业建设、机电企业生产中

的关键作用，为提升企业经济效益、保证企业发展输送人才，

最终让“硬实力”和“软实力”比翼齐飞、相得益彰，达到

较理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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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目标 

⑴提升我校品牌及社会影响力。大师工作室的建立，将

发挥其在地方人才培养上的作用，有助于提升我校的品牌效

应、社会影响力以及服务能力，推动技术的发展，产生积极

的社会效益。 

⑵促进机电专业的建设。大师工作室的建立，将有效推

动我校机电专业的发展和建设，专业内涵建设不断深化，人

才培养质量全面提高。 

⑶提升机电专业的师资力量。大师工作室为促进中青年

教师专业成长及大师自我提升搭建了平台，以先进的教育思

想为指导，通过大师引领，打造一支在机电专业学科教学教

研中有成就、有影响的高层次团队。 

⑷推动校企合作的深入开展。通过大师工作室的桥梁纽

带作用，学校和企业深入开展共同育人、共建机构、共享资

源等模式，为学生今后的就业打下良好基础。 

⑸辐射带动其他专业发展。以大师工作室为中心，向其

它专业扩散影响，逐步实现整体的进步，有效发挥大师工作

室的“辐射”效应。 

3.建设内容 

（1）发展科研和服务社会。张方明大师工作室由校企

共建，其团队成员由上市公司的经理主管、技术人才及新昌

高级中学骨干教师组成。企业成员能力全面，职能从管理到

技术一应俱全；教师成员理论扎实，学习能力强，有为企业

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工作室成员将通过对机电类设备的调

查与研究，进行技术的攻关与创新；积极参与并逐渐深入到

企业的技改和科研项目中，提供切实可靠的专业方案，推动

企业的发展，服务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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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养高技能人才。新昌高级中学有机电专业学生

1500余人，受教育群体庞大。团队成员将开展“大师工作室”

嵌入课堂模式，让企业师傅走进学校、走进课堂，开展与课

程相匹配的主题项目，将项目作为课堂授课的重要内容，实

现人才与企业的优秀对接；动用工作室的专业力量，积极培

养并带领学生参加技能大赛，达到以赛促教的目标。 

（3）专业及实训基地建设。发挥大师及其团队的中坚

力量和领军带动作用，推动教学模式“现代学徒制”的发展，

实现培养技能型人才的要求。联合县内高新技术企业的先进

团队，助力我校建设机电一体化实训基地，建设功能齐全，

与企业接轨、与工业应用相吻合的高技能人才培养、实训教

学平台。积极开展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实训教

学模式，增强教学的实践性、针对性和时效性，逐渐完善机

电实训基地的建设。 

（4）提升师资队伍质量。由大师及工作室团队专业人员，

加强对我校相关专业的年轻教师进行专项培养，通过安排教

师到高校学习，进入高新技术企业深造等形式，逐步培养和

形成一支教育观念新、改革创新意识强、师德高尚、有较高

教学水平和较强实践能力、专兼结合的教师团队，在全面普

及提高专业教师技能水平的基础上，优化师资结构，提高教

师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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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建设年度任务安排及验收要点 

建设内容 责任人 2018 年 

建设安排 

2019 年 

建设安排 

2020 年 

建设安排 

资金 

（万元） 

 

科研和社会服

务 

张方明 

石孝勇 

预期目标： 

1.企业技术难题调研、撰写调

研报告 

2.在大师引领下，对接企业开

展技术课题 

验收要点： 

1.调研报告 

2.技术课题报告 

预期目标： 

1.技术难题阶段性成果 

2.对接完成企业技术课题 1项 

验收要点： 

1.阶段性成果报告书 

2.专利证书 1项 

预期目标： 

1.技术推广应用 

2.对接完成企业技术课题一项 

验收要点： 

1.技术推广及应用典型案例 

2.技术难题项目总结 

9 

 

人才培养 

 

张方明 

胡柯超 

 

预期目标： 

1.“大师工作室”嵌入课堂 

2.开展大师大讲堂。 

3.工作室成员辅导学生参加技

能大赛 

验收要点： 

1.学生培养报告 

2.讲座开展记录 

预期目标： 

1.完善“大师工作室”嵌入课

堂的模式 

2. 开展大师大讲堂。 

3.辅导学生参加技能大赛并取

得成绩 

验收要点： 

1.学生培养报告 

2.讲座开展记录 

3.技能竞赛荣誉证书 

预期目标： 

1.“大师工作室”嵌入课堂项

目总结 

2. 开展大师大讲堂。 

3.辅导学生参加技能大赛并取

得成绩 

验收要点： 

1.项目总结报告 

2.讲座开展记录 

3.技能竞赛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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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及实训基

地建设 

张方明 

徐方良 

胡柯超 

预期目标： 

1.机电一体化实训基地项目前

期调研、考察 

2.大师参与开展机电一体化实

训项目 

3.机电系学生“现代学徒制”

占比达 50% 

验收要点： 

1.基地建设调研书 

2.机电一体化实训项目计划书 

3.企业实习日记、技能证书 

预期目标： 

1.大师参与机电一体化实训基

地的建设 

2.开发机电专业技能一体化实

训项目并开始试行 

3.机电系学生“现代学徒制”

占比达 60% 

验收要点： 

1.实训基地的建设方案 

2.项目试行成果 

3.企业实习日记、技能证书 

预期目标： 

1.完成机电一体化实训基地的

建设 

2.大师团队与专业教师探讨，

共同完善机电专业技能一体化 

3.机电系学生“现代学徒制”

占比达 70% 

验收要点： 

1.机电一体化实训基地建设项

目总结 

2.机电一体化实训项目成果 

3.企业实习日记、技能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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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建设 

 

张方明 

阳卫星
 

预期目标： 

1.大师工作室团队对专业教师进行

专项培养 

2. 指导专业课教师参加教学比赛。 

3. 通过工作室有计划安排教师到

企业进行专项实践。 

验收要点： 

1.专项培训总结和心得体会 

2.下企业实践总结 

3.获奖证书。 

预期目标： 

1.专项培训取得阶段性成果 

2. 指导专业课教师参加教学比赛。 

3.教师下企业实践。 

验收要点： 

1.专项培训阶段性报告会 

2.下企业实践总结 

3. 获奖证书。 

预期目标： 

1.专项培训形成特色。 

2. 指导专业课教师参加教学比赛。 

3. 教师下企业实践。 

验收要点： 

1.专项培训成果 

2.下企业实践总结 

3.大讲堂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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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  

按照“科学论证，专家评审，项目预算，绩效考评”的

程序管理和建设，培养一支高水平项目管理队伍，加强项目

资金管理、项目仪器设备管理、项目建设过程管理、项目建

设监督管理，制订一系列规章制度，建立有效的项目建设激

励机制，确保项目建设的顺利实施和质量。 

（1）建立项目领导组织 

形成以校长为组长，其他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

小组，切实做到组织落实、任务落实。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

相关部门各负其责、有关方面大力支持的领导体制和统一领

导、分工负责、协调一致的工作格局。 

（2）培养高水平项目管理队伍 

组织项目管理人员进行项目管理、专业知识、财务知识

等方面的培训，使项目负责人掌握项目建设的程序和内容，

提高项目负责人对项目实施的整体把握能力，合理配置项目

资源,加强项目的质量控制。通过培训，提高工作效率，增强

团队合作精神和凝聚力，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确保项目的

顺利实施。 

（3）成立项目资金管理组织 

对项目资金按照统一规划、单独核算、专款专用的原则

进行管理，制订《建设项目经费管理实施细则》，实行专款

专户，严格执行建设项目预算，对建设项目的实施、资金投

向及年度资金调度安排、固定资产购置（建设）实行全过程

管理，确保如期完成建设目标，及时将建设经费支出情况按

预算科目编报财务决算。 

2.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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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对学校现行的各项管理制度进行必

要的修订，制定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新课程体系建设、师

资队伍培养相适应的配套保障制度。 

（2）完善目标管理与绩效考核机制 

建设内容实行项目管理，建立项目目标责任制，各建设

项目确定具体责任人，落实到具体建设单位。制定绩效考核

办法，建立考核机制。对项目建设进程、资金投入与使用进

行动态监控，重点考核项目实现的功能目标和建设效果。规

范程序管理，在明确建设项目监测指标的同时，制定建设标

准。 

（3）加强过程监控的动态管理 

学校建立大师工作室建设领导小组，经常性开展项目督

查工作，项目负责人在自查的基础上汇报建设情况，接受有

关部门的监督、审计。领导小组总结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布

置下一阶段建设任务，进行信息沟通和交流，保证建设项目

的进度和质量。 

（4）建立项目建设激励机制 

实行绩效考核，按照动态管理原则，引入竞争机制，对

项目完成情况好的，给予奖励或增加支持力度，对于执行情

况不好的项目，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包括更换子项目负责人、

更换培养对象等措施。 

3.经费保障 

省财政对我校建设项目投入50万元，地方财政经费50万

元，我校建设项目资金总计为100万元，为我校建设项目的

顺利开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工作室负责人及学校将统筹安排使用专项资金，并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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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的实施和资金的投向及资金年度调度安排实行全过

程管理，确保预期建设目标的实现。学校将加强对建设项目

资金的审计监督，使项目进度严格执行建设方案，资金的管

理和使用符合财务制度，充分发挥建设经费的效益，确保建

设项目高质量地完成。 

 

建设内容 资金来源 

年度 
科研和

社会服

务 

人才  

培养 

专业及实训

基地建设 

师资队伍

培养 

省财政

拨款 

地方配

套及自

筹 

合计 

2018 年 3 2 43 2 20 30 50 

2019 年 3 2 32 3 20 20 40 

2020 年 3 2 0 5 10 0 10 

合计 9 6 75 10 50 5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