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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国芳
见习记者 王小涵

一个班6名学生参赛，
4个拿了一等奖

“本次比赛学院每一名参
赛师生都拿了奖，教师组和学
生组分获4项个人一等奖，还有
6个团体一等奖。”陈克旭今年
17岁，是山东公路技师学院工
程机械运用与维修专业2015级
的学生，也是本次全国交通运
输系统技能大赛轧路机学生组
一等奖获得者。在他所在的班
级，共有6名学生参加了比赛，
包括轧路机、装载机、挖掘机项
目，除轧路机项目获得双人一
等奖外，其余4名同学也分获参
赛项目的一、二等奖。

“二年级下学期，按照学校
课程，我开始接触可驾驶的工
程机械，例如轧路机、装载机、
挖掘机、叉车、平地机。”陈克旭
说，当时的训练并非单一练某
种机器，而是把时间平均分配，
每种机器都训练一段时间。

去年下学期，山东公路技师
学院组织技能大赛学生组报名，
陈克旭在选择参赛项目时犹豫

了。“当时觉得自己挖掘机开得
好，但是挖掘机项目竞争太激烈
了，思来想去就报了轧路机。”报
名后，陈克旭就开始了紧张的单
项训练，每天从早上5点半一直
训练到下午6点，晚上7点至9点
还需要背理论题库。

在全国大赛中拿了一等
奖，陈克旭的轧路机驾驶水平
自然不在话下。“我现在已经能
让轧路机跑直了。”他介绍，驾
驶轧路机能跑出直线很难，工
作很多年的驾驶员也未必能跑
直线。比赛时要顺着一根绳子
往前开，必须在车上找到一个
点与绳子重合，选中了点就需
要保持同一个坐姿不能动，如
果坐姿动了就需要重新选点。

“平时在学校的训练就跟
比赛完全一样，练的就是不让
身子晃，我在比赛的6分15秒里
完全没有动。”回忆起暑假里的
艰苦训练，陈克旭觉得很值得。
尤其是现在三年级了，处于工
学交替的实习阶段，有了这个
奖，对自己找到满意的工作也

“加了筹码”。

“工学交替”模式
让课堂和就业无缝衔接

与陈克旭一样，刘德超同
样是学院2015级的学生，今年
22岁，此前曾在2016年全国职
业院校路桥工程类识图绘图技
能大赛中获得个人二等奖。但
他的报名经历有些特别，刘德
超高考考了429分，他选择到山
东公路技师学院学习土木工程
系道路施工与养护专业。

“当年的高考分数能上专
科，但因为分数不理想，正好朋
友想来这个学校，于是我也动
心了。”刘德超说，如果选择上
大学，没有自己想学的专业，学
历虽然很重要，但是读专科就
不如学个技能更吃香。

刘德超的这个决定也得到
了父母的支持。在家长看来，上
学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就业，
工程类专业就业缺口大，对于
孩子以后找工作更容易一些。

借助学院边学边工作的
“工学交替”模式，刘德超被分
配到山东省交通科学研究院实
习一年，负责室内检测方面的
工作，进行水泥等原材料的配
比试验。“我在学院里学习的知
识和工作中用到的知识完全对
口。比如，在学院里学到砂石料
的集料，在单位实习时，这些知
识都直接能用。”刘德超说。

所谓“工学交替”模式，就
是学生工作范围和学习内容交
替进行，即生产或工作与学习
相结合。“我从2016年开始参加
比赛，每次比赛都能够见到很
多工程方面的‘牛人’，视野也
开阔了。尤其是别人跟你学的
是一样的知识，而你未必做得
最好，这种差距就激励着我更
加努力。”刘德超说。对于未来，
他也有自己的规划，“今后想要
从事本专业对口的工程师、试
验员工作。”

毕业生供不应求
无需面试直接录取

对于技工院校的学生来
说，“以赛促技”显得尤为重
要。“学院参加竞赛的学生回
来后几乎人手一奖，不仅仅
是个人奖，还有团体奖，这在
山东公路技师学院称得上是
10年以来的传统。”山东公路
技师学院土木工程系测量专
业负责人丁雪松介绍。

据了解，2014年全国交通
教育研究会举办路桥专业竞
赛，分试验和测量两个项目，教
师组和学生组分别进行比赛，
山东公路技师学院包揽了此赛

项的8个第一名，并且也拿下了
大多数的第二名。“每个项目学
院只推选两人参赛，每个人都
得了奖。”对于往年的成绩，丁
雪松很骄傲。他介绍道，再往前
追溯，从2006年至今，所有测量
项目的一等奖从未旁落他人，
甚至如今测量项目的竞赛方案
都由学院起草。

正是这样赛出来的品牌让
学院每到就业季，学生都供不
应求。“去年3月，学校举行招聘
会，70余家企业提供了超1500
个岗位，而毕业生在招聘第一
天就全部分配完了。”提到当天
的招聘情况，丁雪松说，之前有
企业招聘很慎重，需要投递简
历、初面、公司开会研究、二面
等流程，但真正到了学院的招
聘会现场，很多企业索性放弃
繁琐的流程，变成了直接抢学
生。后来甚至变成了只要学生
投简历，企业就录取，否则根本
抢不到学生。

每年3月到12月，总会有十
几家单位向丁雪松要学生。对
于这样“迟到的邀约”，丁雪松
也很无奈，“因为学生在3月份
的招聘会上都送走了，除非他
们工作不顺心，否则真的没有
未解决就业的学生。”

参参赛赛必必拿拿奖奖成成学学校校““十十年年传传统统””
山东公路技师学院：毕业生质量让企业无法“端架子”，投简历直接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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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自办学至今培养了
两万多名高技能人才，为省内
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
越贡献。”山东公路技师学院院
长张焕军介绍，学院在专业设
置上紧紧围绕交通产业链的发
展需求，构建了以土木工程专
业为主体，汽车工程、机械工
程、信息工程四大专业同步发
展的专业体系。在此基础上，

“公路专业群”被评为省级示范
专业群建设项目。

按照计划，今年山东公路
技师学院招生1800人，而实际
招生注册人数达到了2900人。
招生形势好与毕业生就业火爆
有直接关系。在去年年底的就
业推介会上，招聘单位的实际
用工需求与毕业学子数量比为
3:1，相当于1名学子能够挑选3
个岗位。

“企业对学生的需求仍然
有增无减，近期有多家企业来
到学院，就学生的工学交替、顶
岗实习和就业等方面进行洽
谈。这说明学院的办学理念和
培养方向都非常适合市场发展
的需要。”张焕军介绍道。

今年9月，学院新开设了港
口机械操作与维护、石油天然气
储运与营销两个专业。张焕军介
绍，山东省的油气炼化及石油进

口量居于全国前列，对一线操作
工的需求非常大。在此基础上，
学院立足交通，考量了水运、储
存、港口装卸、管道运输、汽车
运输等生产链上涉及的所有岗
位，按照市场需求设置专业，按
照生产需求培养人才。

此外，在探索和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上，学院也在不断增强办
学活力。以汽车工程学院为例，
一方面继续推行校企合作，与多
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日前，汽
车工程学院近200名学生被分配
到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吉利汽车
有限公司等企业进行工学交替；
另一方面，不断完善校内实训基
地建设。“我们有一个初步设想，
企业把若干个汽车4S店设在学
院内，建设一个‘汽车城’。汽车
城由企业投资开办，而学院师生

作为汽车城的工作人员，汽车专
业的学生在校内就可以进行顶
岗实习。”张焕军说，“学院正在
与某知名汽车销售商进行接洽，
汽车城一旦建成，相当于学生在
校内有了自己的实习工厂，这对
汽车专业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大
的机遇。”

在教学管理中，学院始终
秉承工匠精神，坚持以德树人，
培养“有道德、有素质、技术精、
正能量”的学子，努力做到让

“社会欢迎，企业安心，家长放
心”。张焕军说：“据企业反馈，
学生就业后非常适应一线操
作，并且他们都具备踏实的工
作作风，爱岗敬业，在每一个岗
位工作都能做得很好。”

未来，山东公路技师学院
将进一步为交通强国、海洋强

国建设，为山东省强省建设培
养高技能人才。学院计划到“十
三五”末，全日制在校生达到
8000人，年培训、鉴定交通运输
及其他行业人员15000人。

山东公路技师学院院长张焕军：

按按市市场场需需求求设设置置专专业业，，按按生生产产需需求求培培养养人人才才

在济南，有这样一所“善
战”的学校，每逢技能竞赛总能
满载而归。的确，在山东公路技
师学院，“比赛不空手而归”的
传统已有10年之久。在刚刚结
束的2017年全国交通运输系统
院校筑路机械专业师生技能竞
赛决赛中，学院参赛师生包揽
了8项个人一等奖。其中，参赛
的6名学生均获得相应项目的
奖项。正是这样赛出来的品牌
让学院的毕业生成了企业的

“香饽饽”。

山东公路技师学院师生测

量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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