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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概况

鸿星尔克实业成立于 2000 年 6 月福建省泉州市。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现已成为国内驰名的综合体育用品品牌公

司。公司始终坚持“脚踏实地、演绎非凡”的经营理念，

“TO BE NO.1”的品牌精神深入人心。公司拥有 1 个运营

中心，8 个生产基地，30 多个分支机构，员工近 3 万人，

集团直接创造就业岗位近 8 万个，国内外拥有店铺 7500 余

家,在海外，产品行销欧洲、东南亚、中东、南北美洲、非

洲等国家和地区，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拥有商标专有权。

并相继斩获“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福布斯》亚

洲 200 佳”等殊荣。打造“科技新国货”，助力国货崛起，

是公司多年发展中探索出的一条具备自身特色的道路，也

是未来坚定不移的战略方向。

图 1-1 鸿星尔克-新疆鸿荣轻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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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星尔克-新疆鸿荣轻工有限公司是经于田县招商引

资在新疆投资建设的第一家集服装研发、生产运营为一体

的品牌运动服饰企业，2021 年 11 月新疆鸿荣轻工有限公司

入驻于田天津工业园区，公司位于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天

津工业园区玫瑰大道 1 号，并于 2022 年 1 月正式投产，项

目总投资 2 亿元，鸿星尔克-新疆鸿荣轻工有限公司目前使

用标准化厂房 12 栋，2022 年生产总值 1.5 亿元，利税近

400 万元。公司目前管理人员 104 人，其中内地管理人员

50 人，其余 54 人均为企业培养的本地管理人员，本地管理

人员占全部管理人员的 48%。鸿星尔克-新疆鸿荣轻工有限

公司是建设集生产、仓储、运营为一体的服装生产基地，

该企业的进驻填补了于田县无知名企业入驻的空白。未来

两年新疆生产基地将成为集团的 8 个生产制造基地的第二

大基地，全部建成总投入 120 条服装生产线，提供 4000 余

个就业岗位。项目一期投入 34 条服装生产线，员工 1200

余人，计划 2023 年之前完成。目前已投入 34 条服装生产

线，解决就业员工 1200 余人。

基地建成后，成为和田地区最大的品牌运动服饰加工

基地，更为南疆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带来巨大影响力，将不

断吸引更多品牌企业入驻于田，夯实于田纺织服装产业发

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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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鸿星尔克-新疆鸿荣轻工有限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关于

职业教育发展的号召，2022 年 4 月邀请和田职业技术学院

赴公司开展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调研工作。校企双方初步

达成合作意向，公司表示将充分发挥企业的优势，表示在

应用型人才培养、学生实习与就业等方面与和田职业技术

学院开展深层次合作,为广大学子提供更多实习、实训、就

业机会，实现互利共赢的共同目标。

2023 年 3 月 4 日，与和田职业技术学院服装设计与工

艺专业举行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暨鸿星尔克服装订单班

签约揭牌仪式，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并揭牌成立了“鸿星

尔克服装订单班”。

图 2-1 鸿星尔克服装订单班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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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资源投入

鸿星尔克--新疆鸿荣轻工有限公司在校企合作过程中

投入大量的资源，保障了企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投入。

3.1 资源投入

企业参与实训基地建设，投入设备和资金改善实训环

境。校企共建校内服装产业学院实训基地，校企共建校外

实践教学基地，为学生实训实习搭建良好的平台。

图 3-1 与鸿星尔克开展校企交流活动

图 3-2 鸿星尔克校内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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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力投入

企业派出资深技术人员与学院的服装与设计工艺专业

教师一起参与人才培养计划的改进，根据行业企业的岗位

技术标准对课程标准进行修订，并根据岗位技能需求优化

课程体系。

针对企业岗位的特殊需求，对订单班特设专门课程，

并编制课程讲义和实训指南。教学团队由学校的优秀教师

和企业的技术核心成员共同组成，为订单班的学生授课。

企业派遣高级管理人员为新生和毕业生开设专题讲座，为

他们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提供指导和方向。

图 3-3 企业导师讲授职业生涯规划

4.企业参与教育教学改革

4.1岗课对接

基于企业的岗位技能标准，使培养的高素质技术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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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需求对接，紧扣岗位

技能标准设置课程内容，紧扣岗位技能标准设计实践教学。

专业主干课程着眼于学生的能力培养与可持续性发展，

由单纯强调知识点与技能点，转向知识框架的构建、素质

能力的培养、专业技能的训练。以理论课程为主线，以实

践环节为载体，基于岗课对接课程体系，以提升学生的创

新能力。

专业基础课同步课程实践项目，专业核心课程辅以课

程设计、项目模拟仿真等实践环节，优势互补，递进式展

开。强化对服装行业概念的认知，巩固课程中的知识点和

技能点。破解专业知识抽象、难以理解的问题，锻炼学生

灵活利用知识解决复杂二维与三维相互转换的制版问题的

能力，达到学与用的高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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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

4.2赛教融合

企业派出技术能手与和田职业技术学院服装专业教师

共同对赛项资源进行分析，分解出赛项知识点和技能点，

赛项考核技能点与课程教学的关系；根据服装专业学生的

学情、学校的教学设备状况以及教学环境进行合理的资源

转化，转化成日常课堂教学项目或任务，实现赛教融合日

常教学化，形成赛教融合课程标准。通过企业技术能手指

导参赛，2024 年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师生参加自治区级比

赛获三等奖 1 项，地区级比赛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4 项，

三等奖 4 项，优胜奖 1 项等优异成绩，3 名学生获服装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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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图 4-2 课程《服装工业制版》授课情况

图 4-3 教师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通过“鸿星尔克服装订单班”，企业接收 2024 届毕业

生 34 名。通过顶岗实习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也得到了显著提

高。由于在校期间就已经接触到了企业的实际操作和技术

要求，使得学生在毕业后能够迅速适应企业的岗位要求，

成为了企业争相招聘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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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订单班实训课

图 4-5 订单班学生企业实习

4.3 助推企业发展

在订单班模式下，以项目化运作的形式，企业通过校

企联合培养的学生直接到公司实习就业，能够缩短公司员

工培训周期，降低了培训费用。同时校企共同培养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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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公司实际需求，入职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为公司创

造效益。

5.面临的问题与预期展往

尽管校企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合作过程中，双

方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教学适应行业需求能力不足，

教学计划与实际生产的可变性跟不上节奏，学生所学知识

与企业要求的生产实践还有差距。这要求双方在合作中不

断优化教学计划，确保教学内容与行业需求保持同步。

加强市场调研与反馈机制，密切关注行业动态和市场

需求变化，及时调整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同时建立学生

和企业反馈机制，及时收集和处理双方对教学和合作的意

见和建议，确保教学内容与行业需求保持同步。

建立激励机制与资源共享平台，通过设立奖学金、提

供实习机会等方式，激励学生积极参与校企合作项目。同

时，建立资源共享平台，促进双方在师资、设备、技术等

方面的交流与合作，降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

加强沟通与协调机制，建立定期沟通会议和联络机制，

加强双方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同时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确保合作项目的顺利进行。

通过上述措施，希望新疆鸿荣轻工有限公司与和田职

业技术学院可以更好地合作，共同培养出更多高素质、高

技能的专业人才，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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