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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与区域产业对接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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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应主动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有机结合ꎬ针对目前专业与产业对接存在的问题ꎬ高职院校

应主动作为ꎬ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设优质课程教学资源、搭建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开展国际交流

与合作、构建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ꎬ不断增强服务区域产业能力ꎮ
关键词:入珠融湾ꎻ高职院校ꎻ专业与产业对接ꎻ物流管理专业

中图分类号:Ｇ７１２ꎻＦ２５２ １－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８８３(２０２１)０１￣０１０２￣０５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ａｊｏｒ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ａｋｉｎｇ Ｑｉｎｇｙｕａｎ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ＳＵＮ Ｆａｎｇｙ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ꎬ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ａｎｄ Ａｒｔꎬ Ｑｉｎｇｙｕａ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ꎬ Ｑｉｎｇｙｕａｎꎬ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５１１５１０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ａｊｏｒ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ꎬ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ａｌｅｎｔ－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ꎬ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ｕｐ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ｕｒｓｅｓꎬ ｔｏ ｆｏｒ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ｅａｍｓꎬ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ｂａｓｅｓ ｉｎ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ꎬ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ｅｎ ｏｕｒ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ｏ ｓｅｒ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Ｊｏｉｎｉｎｇ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ꎻ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ꎻ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ｍａｊ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８ 日ꎬ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 «纲

要»)ꎬ«纲要»指出ꎬ要“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ꎬ
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ꎬ要“发挥粤港澳大湾区辐射

引领作用ꎬ统筹珠三角九市与粤东西北地区生产力

布局ꎬ带动周边地区加快发展ꎬ促进泛珠三角区域

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ꎬ形成梯度发展、分工合理、优
势互补的产业协作体系ꎮ” 清远作为环珠三角城市

中距离粤港澳大湾区内核最近的地区ꎬ迅速采取行

动ꎮ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ꎬ清远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入
珠融湾”新发展理念ꎬ要求积极承接大湾区城市特

别是广州的城市功能疏解和产业梯次转移ꎬ大力发

展都市农业、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大数据、生物

科技等现代产业ꎬ主动吸引商贸、物流、专业市场等

领域的优质企业进驻ꎮ 清远地处粤湘桂三省交界

处ꎬ地理位置优越ꎬ物流业一直是清远市的优势产

业ꎬ也是«清远市“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发展产业ꎬ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ꎬ清远市投资 ３０ 亿元ꎬ在清城区源潭镇

建设南部物流枢纽园区ꎬ清远即将成为粤北赣南区

域物流中心ꎮ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作为清远市唯一

公办高职院校ꎬ设有物流管理专业ꎬ应主动将物流

管理专业建设与区域物流产业的发展规划有机结

合ꎬ增强服务区域产业能力ꎮ 在“入珠融湾”背景

下ꎬ研究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与区域物流产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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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问题恰逢其时ꎮ

一、清远市物流产业发展现状

中国南部物流枢纽园区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正式开

工建设ꎬ位于清远市源潭镇ꎬ是联通广西、江西、湖
南的重要节点ꎬ京广铁路、武广高铁、乐广高速交汇

其中ꎬ距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２０ 多公里ꎬ是北货南下

和南货北上的交通咽喉ꎮ 作为广清产业共建重点

项目ꎬ园区辐射范围内涵盖了粤港澳地区主要中心

城市ꎬ物流产业规模超过 １ 万亿元ꎬ是珠三角主要制

造业和物流业集聚基地ꎮ 园区将重点规划建设高

端仓储区、电商物流区、公路港区、供应链管理区、
冷链物流区、无水港区、公铁联运区、保税物流和配

套服务区等九大功能区ꎬ提供现代物流全产业链综

合服务ꎬ有力促进清远与广州国际空港经济圈、粤
港澳地区的对接和深度融合ꎮ

目前ꎬ位于清远市源潭镇的中国南部物流枢纽

园区首期工程已建成 ８.６８ 万平方米现代高净空立

体仓库ꎬ应用 ＡＩ 智能设备、全自动分拣流水线、搬运

机器人等现代物流科技ꎬ建设高品质自动化云仓ꎬ
物流效率提升 ２００％、每平方米仓储坪效提高 ５０％ꎬ
并在“双 １１”创下了单日发送 ５０ 万单的清远电商物

流行业新纪录ꎮ 中国南部物流枢纽园区项目总体

规划用地 １ ５００ 亩ꎬ建设面积超 １００ 万平方米ꎬ投资

超过 ３０ 亿元ꎬ是广州商控发展大物流的重大举措ꎬ
也是该集团顺应广州物流产业北移发展ꎬ抢占广清

两地物流发展先机ꎬ推动物流产业提速发展、提质

增效的前瞻性战略布局[１]ꎮ
根据«清远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ꎬ

清远要加快发展农产品物流ꎮ 规划建设农产品加

工与物流服务集聚区ꎬ合理布局农产品物流园ꎬ加
强农产品加工基地建设ꎮ 到 ２０２０ 年实现农产品物

流覆盖全市ꎮ 大力发展农产品冷链物流ꎮ 建立县

级农村电商运营服务中心以及村级综合服务中心

等平台网络ꎮ 合理布局农产品物流园ꎮ 规划建设

农产品加工与物流服务集聚区ꎮ 打造一个规模大、
档次高、服务功能强、服务范围广的交易和服务平

台ꎮ 清远是农业大市ꎬ正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ꎬ需要大量扎根本土的物流人才ꎬ其中服务于农

产品生产流通领域的农产品生产、物流运营的人才

奇缺ꎬ由于高职院校的学生技能训练内容不能与就

业岗位对接ꎬ毕业后不能适应企业岗位要求ꎬ人才

危机日益严重ꎮ 为推进商贸物流、现代商贸、智能

设备与技术的协同发展ꎬ基于深度产教融合为物流

行业企业培养全面掌握农产品商贸物流业务流程、

熟练操作智能物流各环节业务的高素质技能型人

才迫在眉睫ꎮ

二、清远职业技术学院物流管理专业现状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清职院”)成立

于 ２００２ 年ꎬ是清远市人民政府举办的综合性公办高

等学校ꎮ 物流管理专业是清职院拟建设的省级重

点专业之一ꎮ 从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物流管理专业群中各

专业与清远市商务局、清远市农业局、清远市发展

与改革局等实现政校行企深度合作ꎬ共同承担科研

课题ꎻ与广东粤宁苏宁物流有限公司、广州顺丰速

运有限公司、中国邮政集团清远市分公司等 ７０ 多家

省、市知名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ꎮ
目前ꎬ清职院初步形成了以物流管理、市场营

销、生物技术、电子商务、食品质量与安全等 ５ 大专

业为核心的物流管理专业群ꎬ以专业群的形式服务

于清远市农产品加工流通产业的要求ꎬ为物流产业

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ꎬ从而助力“入珠融湾”发
展战略ꎬ承接粤港澳大湾区物流产业转移升级ꎮ

三、物流管理专业与产业对接的现状和问题

(一)物流管理专业调整具有滞后性

物流管理是指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ꎬ根据物质

资料实体流动的规律ꎬ应用管理的基本原理和科学

方法ꎬ对物流活动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

和监督ꎬ使各项物流活动实现最佳的协调与配合ꎬ
以降低物流成本ꎬ提高物流效率和经济效益ꎮ 目前

很多高职院校都开设了物流管理专业ꎬ但其主干课

程仍然停留在物流概论、物流规划与设计、采购与

供应管理、运输管理、仓储管理、配送管理、国际物

流学、物流配送中心设计、国际物流实务等课程上ꎮ
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ꎬ对云计算、大数

据、智能化等专业知识的学习日益迫切ꎬ物流管理

专业课程改革势在必行ꎮ 目前ꎬ大部分高职院校物

流管理专业的授课内容不能适应现代物流管理要

求ꎬ物流管理教学内容及课程设置与现代物流业发

展差距较大ꎬ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相对落后[２]ꎮ 另

外ꎬ大部分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教师都是“从高

校毕业即到高校就业”的纯理论型教师ꎬ没有任何

物流管理实践经验ꎬ难以满足物流管理专业较高的

实践性要求ꎬ学生的实践活动和科研活动更少ꎮ 高

职教育具有周期性ꎬ物流管理专业要适应现代物流

产业的需求ꎬ需要在大纲、教材、实验实训、师资等

方面做出调整ꎬ但这种调整不可能同步及时进行ꎬ
因此物流管理专业与产业对接在周期上必然存在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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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滞后性ꎮ
(二)物流管理专业与产业对接的机制缺失

地方政府希望高职院校和区域企业产教融合ꎬ
深度对接ꎬ为地方培养优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

才ꎬ从而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ꎮ 但出于政策、
资金、管理水平和能力等诸多限制ꎬ政府很难统筹

协调各方关系ꎬ没有对高职院校专业与产业对接进

行总体规划与统筹ꎮ 企业又出于利益、效益等因素

考虑ꎬ对参与专业建设缺乏积极性ꎮ 再加上很多高

职院校不注重与行业协会等第三方平台有效对接ꎬ
使得行之有效的物流管理专业与产业对接机制缺

失ꎬ对接管理机制没有有效建立ꎮ
(三)实践教学无法满足专业与产业对接的需求

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

的有效途径ꎬ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技能人

才的重要环节ꎬ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

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ꎮ 但相对于理

论教学而言ꎬ高职院校实践教学是比较薄弱的环

节ꎮ 一是实践基地建设问题ꎮ 由于实践设备和场

地不足ꎬ使得实践教学条件难于满足实践教学的需

求ꎮ 二是实践教学的组织管理问题ꎮ 实践教学的

管理制度不够完善ꎬ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不明确ꎬ组
织管理跟不上ꎬ实训教学的质量难以保证[３]ꎮ 三是

对实践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ꎮ 许多教师重视理

论教学ꎬ而轻视实践操作技能ꎮ 高职院校校内实践

教学效果不理想ꎬ再加上校外实训教学平台不足ꎬ
资金短缺ꎬ实习方式单一ꎬ校外兼职教师不能满足

物流管理专业教学需求等原因ꎬ很难通过实践教学

满足人才培养中专业与产业对接的要求ꎮ

四、物流管理专业与区域产业对接的有效

策略

(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清职院物流管理专业建设依托清远“入珠融

湾”的显著地缘优势ꎬ深化教育教学改革ꎬ创新教育

教学方法ꎬ注重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因材施教ꎻ根
据物流管理专业的特点ꎬ为清远创新发展提供可持

续发展的人才培养高地ꎮ 一是推进现代学徒制教

学改革ꎮ 以“知行合一、工学结合”的理念为引领ꎬ
物流管理专业总结现代学徒制教学模式的试点经

验ꎬ推进现代学徒制教学改革ꎮ 在清远市职教联盟

及物流管理专业群技术技能委员会的支持协助下ꎬ
以服务清远食品农产品加工流通产业链为宗旨ꎬ以
电子商务专业现代学徒制教学改革为抓手ꎬ不断推

进现代学徒制教学改革ꎮ 提升物流管理专业人才

培养与行业需求的契合度ꎬ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经

济ꎮ 二是建立专本对接的人才培养通道ꎮ 为满足

清远食品农产品加工流通产业链对不同层次人才

的需求ꎬ物流管理专业群内食品生物技术专业从

２０１９ 年开始ꎬ积极探索“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
人才培养ꎮ 对接食品生产加工、食品质量检验和食

品安全与品控三个主要就业岗位设置三个技能模

块ꎬ结合专本课程衔接和升学需求ꎬ在职业素养模

块中加入转段考试模块ꎬ实现专本课程的有效衔

接ꎮ 三是推动“１＋Ｘ”证书试点及实施工作ꎮ 开展物

流师、采购师认证ꎬ电子商务阿里巴巴初级人才认

证的试点等ꎬ对学生职业技能进行综合评价ꎬ如实

反映学习者职业技术能力ꎬ以此进一步改革完善人

才培养体系ꎮ 逐步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作为毕业

要求ꎬ纳入人才培养方案ꎬ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内

容ꎬ组织教师参加培训认证ꎬ开展技能等级认证实

践条件建设、教学方式方法改革ꎮ 通过技能认证方

式ꎬ将更准确地评判人才专业能力等级ꎬ为人才培

养与输送提供有效依据和有力保障ꎮ 四是开展满

足学生多元化学习需求的学分银行试点ꎮ 首先ꎬ制
定学生“学分银行”推行工作方案和管理办法ꎬ根据

方案建立专业内学生学分追溯、查询和积累的数字

平台ꎬ并进行初步尝试使用ꎮ 其次ꎬ尝试开放专业

群内各专业技能课程的学分互认ꎮ 根据岗位需求

和课程特点制定物流管理专业群内课程互认的原

则和要求ꎬ逐步放开专业群内专业技术技能课程的

互选和相关学分积累和转换ꎮ 再次ꎬ有序开展学历

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体现的学习成果的认

定、积累和转换ꎬ为物流专业群内技术技能人才持

续成长拓宽通道ꎬ为拓展物流管理专业群毕业生的

就业创业本领ꎬ开展职业技能证书的成果认定ꎬ鼓
励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ꎬ积极取得多类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４]ꎮ 五是探索客观科学的人才培养

质量第三方评价模式ꎮ 建立第三方评价指标体系ꎬ
内容主要包括毕业生整体素质、就业能力、职业发

展轨迹、毕业生及用人单位满意度等方面评价ꎮ 建

立学校、企业、社会(家长)之间的互动数字化信息

平台ꎬ实现评价主体多元、实时评价ꎮ 引入现代学

徒制过程跟踪与质量保障系统ꎬ用于学生学习的标

准制定、导师配备、教学计划定制、配套指导内容及

教案设定ꎬ并根据教学管理与评价体系进行学习成

果评价及录像ꎬ最后再通过第三方校外专家进行专

业教学成果的评价ꎮ
(二)建设优质课程教学资源

物流管理专业要推动优质课程资源广泛共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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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清远市地方性经济特色ꎬ引入真实现代农产品

加工流通企业生态圈ꎬ打造现代农产品加工流通在

线教学资源平台、专业群课程体系以及精品课程教

学资源库ꎮ 大力发展慕课ꎬ建设线上“金课”ꎮ 一是

打造现代农产品加工流通的在线教学资源平台ꎮ
根据农产品加工流通供应链特点ꎬ产教融合共同开

发专业群网络教学资源库ꎮ 教学资源包括:专业教

学资源库ꎬ在线共享课程ꎬ企业案例库ꎬ供应链图片

库ꎬ专业视频慕课库等ꎮ 学生可利用移动端在教学

平台上进行资源共享、课堂直播、教学互动等功能ꎬ
构建功能完善的教学管理体系ꎬ满足多层次学生及

培训的需要ꎮ 二是构建面向现代农产品加工流通

的课程资源体系ꎮ 课程资源体系三层分立ꎮ 根据

分析农产品加工流通业面向岗位的任职要求ꎬ按照

专业基础相通、技术领域相近、职业岗位相关、教学

资源共享的原则ꎬ与广东省天农食品有限公司、广
东粤宁苏宁物流有限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清远

市分公司、清远市寻乡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

本土知名企业深度合作ꎬ构建基于岗位工作过程

“基础共享＋核心分立＋拓展互选”的模块化课程体

系ꎮ 三是建设面向现代农产品加工流通的课程教

学资源库ꎮ 结合农产品加工流通业供应链特点ꎬ根
据产业发展要求ꎬ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标准ꎬ专业群

共享课程及核心课程重新整合修订 ８－１０ 门课程标

准ꎮ 围绕物流管理专业建设优质数字教学资源ꎬ建
设校级、省级精品课程ꎬ打造“农产品贮运与保鲜技

术”“仓储与配送管理”“农产品电子商务”“物流运

输管理实务”等 ２０ 门左右适合专业群内学生特点

和培养需要的高品质课程并实现群内课程资源共

享ꎮ 四是校企合作开发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ꎮ
根据专业教学需求ꎬ引入苏宁粤宁物流有限公司、
广东省天农食品有限公司、英德积庆里茶业有限公

司等商贸加工流通行业企业专家ꎬ共同制订专业课

程标准、实习标准等ꎬ依据专业菜单式课程体系ꎬ校
企共同开发建设物流管理专业立体化教材ꎬ包括

“农产品贮运与保鲜技术”“仓储与配送管理”“农产

品电子商务” “物流运输管理实务” “农产品加工综

合训练”等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 ２０ 本ꎬ 国家规

划教材 ２ 本ꎬ以满足不同层次和基础的学生的学习

需要ꎮ 教材开发以职业能力为目标ꎬ把企业岗位需

求和专业群课程进行深度融合ꎬ以实际农产品加工

流通各环节和业务流程及职业技能点为主要内容

进行课程整合和设计[５]ꎮ 融合课程思政、智能＋、创
新创业和技能竞赛等能力要求ꎬ以满足多层次多形

式的各种学习与培训的需求ꎮ

(三)搭建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一是搭建专业带头人队伍培养的立交桥ꎮ 完

善高层次专业带头人的培养体系ꎬ加强人才引进力

度ꎮ 与行业、企业共同制定专业带头人选拔培养标

准ꎬ通过到国内、外高校进修、到知名商贸流通企业

实践锻炼、参加国内外科研会议和生产项目等途

径ꎬ培养高素质“双师型”专业带头人ꎮ 聘请行业内

领航企业专家担任专业带头人指导老师ꎬ通过一对

一指导ꎬ提升专业带头人专业方向把握能力、课程

开发与技术服务能力、专业开发能力、应用技术服

务能力ꎮ 二是建立名师引领的学习型专业教学团

队ꎮ 设立供应链名师工作室ꎬ以工作室为平台、以
名师引领ꎬ开展电商与供应链技能教学研讨活动与

邀请行业专家进校指导ꎬ采取国内培训、研修ꎬ企业

顶岗实践、开展科研活动等途径ꎬ培养在教学、课程

建设、社会服务领域独当一面的骨干教师ꎮ 建立和

完善教师到企业实践制度ꎬ建立“双师”素质教师培

养、引进考核、评优的激励与约束机制ꎬ营造“双师”
素质教师队伍建设的良好环境ꎻ加大培训力度ꎬ充
分利用合作企业导师与培训资源ꎬ鼓励教师参加技

术培训ꎬ提高实践能力ꎬ获取职业资格证书ꎻ完善对

学校骨干教师的遴选、培养与考核工作ꎬ形成科学

有效的选拔与淘汰机制ꎮ 三是形成科学的“双师”
素质教师队伍培养机制ꎮ 建设“双师”素质专业教

师队伍ꎬ努力提高教师的技术应用能力和实践能

力ꎬ努力使“双师素质”教师比例达到 ９０％以上ꎮ 建

立“双师”素质教师培养、引进考核、评优的激励与

约束机制ꎬ营造“双师”素质教师队伍建设的良好环

境ꎻ加强校企紧密合作ꎬ畅通“双师”素质教师的培

养途径ꎬ从企业引进具有丰富一线工作经验的技术

骨干充实专业教学团队ꎮ 组织开展教师职业技能

大赛ꎬ促进专业教师提高实践能力ꎮ
(四)建设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

一是建设完善校内实训基地ꎮ 依托学校现有

资源和基础ꎬ借助企业发展优势ꎬ推进现代农产品

加工流通实训基地建设ꎮ 校内实训场地和实训设

备满足实训教学基本要求 (能满足 ５０ 人上课需

求)ꎮ 现代农产品加工流通实训基地ꎬ包括现代农

产品加工流通文化中心、农产品储运加工与包装实

训基地、精益生产与采购运营中心、现代农产品商

贸物流运营中心、Ｏ２Ｏ 新零售产品展示与体验中

心、互联网＋供应链商业运营中心、创客空间与创意

工作室等区域ꎮ 基地有效利用各方科研资源ꎬ广泛

筹集社会研究资金ꎬ充分发挥智力资本价值ꎬ加大

政策支持和制度规范ꎬ以促进高校科研模式健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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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ꎬ建设成为清远职业技术学院产教融合示范基

地ꎮ 二是优化拓展校外实践基地ꎮ 根据不同专业或

课程教学的需要ꎬ进一步与行业企业、社会团体、研究

机构等单位合作ꎬ共建产教融合校外实践教学基地ꎮ
其中清远农村电子商务产业园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清
远市金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和清

远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有较好基础ꎬ
将努力建设为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ꎮ 建设农产

品加工流通虚拟仿真实训中心和食品农产品保藏加

工与包装虚拟仿真实训中心ꎬ购置相关的专业实训软

件ꎬ创造真实和仿真的职业环境ꎬ让学生在校期间就

能到“真实的企业环境”中工作ꎬ更好地将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ꎬ缩短学生从毕业到进入工作岗位的心理转

换期ꎬ为企业、社会培养所需的应用型人才ꎮ
(五)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一是拓宽国际交流的合作途径ꎮ 坚持优质教

育资源“引进”和“输出”双向并举ꎬ通过引进国外优

质教育资源、中外合作办学、国际职业资格认证、学
生交流交换、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等途径提升专业

群国际化水平ꎬ培养具备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

的商贸流通领域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ꎬ实施教育强

国、人才强国和制造强国战略ꎮ 二是探索国际化人

才培养模式ꎮ 立足国家“一带一路”政策ꎬ加强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高校合作ꎮ 明确物流管

理专业特色和资源优势ꎬ加强同国(境)外优质院校

的教育交流合作ꎬ提高办学质量及国际化办学水

平ꎮ 积极拓展国(境)外企业友好合作ꎬ全面实施校

企国际化协同育人ꎬ实现国际化校企合作与产学融

合ꎮ 三是提升师资队伍国际化水平ꎮ 聚焦职业教

育发达国家优势专业领域ꎬ重点在德国、澳大利亚、
新加坡、日本等国ꎬ选派专业教师与管理骨干赴外

进行职业教育短期培训、专业技术研修学习或国际

学术研讨ꎬ开阔教师国际化视野ꎮ 邀请境外专家来

校进行学术和技能交流ꎬ引进具有国(境)外研究生

学历并且具备一定国(境)外工作经历者来校工作ꎬ
打造先进的国际化师资队伍ꎮ

(六)构建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

一是建设物流管理专业校园文化ꎮ 牢牢把握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ꎬ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ꎬ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ꎬ融合商贸流通行业、企
业文化与校园文化构建专业精神文化ꎮ 对接行业

企业需求进行专业文化建设ꎬ以企业真实工作环境

打造专业群实训环境ꎬ营造逼真职场氛围ꎻ以企业

制度规范学生行为ꎬ培育传承工匠精神ꎮ 在专业建

设过程中ꎬ既要重视知识技能传授ꎬ更要重视职业

道德、行业文化的培养和渗透ꎬ不断提高学生职业

素质和适应社会的能力ꎮ 二是形成科学的管理机

制ꎮ 根据高质量专业建设要求ꎬ成立项目建设领导

小组和工作小组ꎬ全方位保障各项建设任务的顺利

完成ꎮ 项目建设领导小组负责全面统筹协调指导

高质量专业群项目建设工作ꎬ确定项目建设的重大

方针政策和总体规划ꎬ对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问

题进行决策ꎬ加强对项目建设的领导、监控ꎬ及时协

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ꎬ为项目建设

实施提供组织保障ꎮ 项目建设工作小组具体负责

项目建设工作ꎬ包括制定各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案和

任务书ꎬ制定项目经费使用计划和年度建设计划ꎬ
负责各项目的具体实施和检查ꎬ进行项目建设、经
验交流总结ꎬ保证建设任务落实到位、建设过程管

理到位、任务完成质量把关到位ꎮ 三是形成有效的

教学质量保障机制ꎮ 制订与完善专业建设项目实

施监控管理办法ꎬ实行目标管理、绩效考核评价等

管理办法ꎮ 项目实施过程中建立工作落实督导机

制ꎬ明确工作指标和时间节点ꎬ学校各部门各单位

协同联动ꎬ发现问题及时纠正ꎬ确保各项工作按方

案要求按规定、高质量落实ꎮ
物流管理专业与区域物流产业对接是由地方

高职院校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ꎮ 高职院校唯有主

动积极全面服务于地方产业和区域发展ꎬ才能够培

养出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型人才ꎮ 可以说ꎬ专业与产业对接正是推进高职

院校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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