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工程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樊威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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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材

料#$上发表研究性论文%提出了利用成本低廉的蚕丝材

料做出昂贵&人造骨'的研究成果(

针对目前骨外科手术中应用金属与合金人造骨和

人体骨之间的弹性模量相差较大) 会发生应力屏蔽效

应)植入体内后难以降解)需要进行二次手术的问题%樊

威团队联合清华大学教授张莹莹团队巧妙利用蚕丝与

丝素结晶度的差异%将脱胶蚕丝织物与再生丝素热压制

备了一种丝素自增强复合材料"

/0/

#(

/0/

通过调整增

强体结构与基体的比例% 可以定制其力学性能和密度%

以适应人体不同部位骨植入的要求(

/0/

具有促进成骨

细胞增殖和提高成骨细胞活性的能力%并且可随着骨愈

合在体内逐渐降解%无需二次手术%避免了患者的二次

疼痛%节省了医疗费用( !西安工程大学"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深化与意大利时尚院校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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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现代轻工纺织产业是山东省传统优势产业(

1211

年%山东省将其列入新旧动能转换+十强,产业( 我们以

+等不得,+慢不得,+靠不得,的精神%聚焦纺织服装产业

需求%加速专业群建设%服务山东经济社会发展+走在

前)开新局,(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以下简称&山科职

院-#党委书记郑德前近日在接受.中国纺织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学校的*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群是国家*双

高计划-

3

档专业群%包含了
4

个国家示范)骨干专业(

学校通过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以纺织服装专业群)

人才链的建设和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为

切入点%实现纺织服装产业教育资源的融合共享%发挥

合作和联合优势%不断满足产业对智能制造技术技能人

才的需求(

打造专业群建设人才培养高地

*纺织服装行业当前正由传统产业向数字化)智

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的

+增品种)提品质 )创品牌 ,的 +三品 ,战略 %纺织行业

将不断创造竞争新优势%进一步推动生产模式向柔性

化)智能化)精细化转变%推进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

形成发展新动能( 作为职业院校%我们更要精准对接

服装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建成人才培养的新高地(-

郑德前表示% 山科职院基于职业教育适应性理论%确

立了*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的育人理念%形

成了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高职服装专业类人才培养

的*山科模式-(

为了对接产业链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山科职院组建

了以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为核心的纺织服装专业群%打

造服装设计)面料设计与开发)品牌策划与营销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高地和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山科职院还组建

了以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为核心%以服装与服饰设计专

业)现代纺织技术专业)市场营销"原服装营销与管理专

业#为支撑的国家级高水平专业群( 专业群还带动其他

专业建设%例如新增现代非织造技术专业%填补了学校

专业设置的空白(

山科职院牵头成立全国纺织服装智能制造产教联

盟)山东省现代轻工纺织产教融合共同体等%落实*五

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采用现代学徒制)订单班)卓越

班等方式%实施*产学研结合)职场化育人-的人才培养

模式(

近年来% 山科职院参与开发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两

项%牵头制定服装设计与工艺"专科#)服装工程技术"本

科#等国家专业教学标准)专业简介
5

项( 专业群*产学

研结合)职场化育人-人才培养模式在国内外
617

所院

校得到了有效应用%取得良好成效(

山科职院利用协同共建数字资源%赋能数字化学习

生态建设%建成学校)行业)企业课程资源共建共享联

盟( 学校建立*团队组建)标准研制)应用推广)共建共

享-课程机制%制订团队)内容)技术等资源建设新标准/

对接时尚设计)服装智造等岗位群%以职业能力培养为

主线%重构模块化课程/按照*平台共享)素质贯穿)能力

递进)个性发展-原则%构建*通识平台
8

岗位基本能力平

台
8

岗位核心能力模块
8

职业拓展能力模块- 专业群课

程体系(

专业群课程体系以职业能力为主线%通过重构模

块化课程%开发了
97

门模块化课程%学生可打破原有

专业界限%在专业群内跨专业选课( *通识平台-模块

课程注重学生知识储备)文化科学素质)综合职业能

力培养/*岗位基本能力平台-模块课程重在培养学生

专业基本技能及通用能力/*岗位核心能力模块-强化

对学生岗位核心技能和职业迁移能力的培养/*职业

拓展能力模块-旨在满足学生深造)就业或自主创业

选课需求(

山科职院集聚国内外学校)行业)企业优质资源%建

设*一库两馆三平台-开放共享型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

*一库-即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群教学资源库%*两馆-即

虚拟服装博物馆)数字面料馆%*三平台-即纺织服装
5:;

工业互联网平台)国际*中文
8

技能-教育在线学习交流

平台和继续教育平台(平台主持国家级服装设计与工艺

专业教学资源库
<

个)国家纺织面料馆
<

个%建成国家

在线精品课程
1

门%开发数字资源
417;7

条(

引企入校共建教学工厂实践基地

*专业课堂设在教学工厂%置身于现代化服装生产

的智能生产线中%使我们接触到服装企业生产一线的开

发)制版)工艺等环节( 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通过企业

生产任务的实际操作%提高了自身的综合能力%培养了

我们的工匠精神(- 在山科职院的国家级服装服饰类专

业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正在进行理论实习一体化学习

的宋来燕同学这样说(

经过
<;

年实践%山科职院的*高职服装类专业校企

互融共生协同育人的实践教学改革与创新-项目获得了

1;11

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纺织之光-纺织职业教育

教学成果一等奖( 郑德前表示%山科职院率先在国内高

职院校建立了校内全真化运营的服装类服饰类专业教

学工厂%打造了校企紧密协同的实践育人共同体%为校

企互融共生)协同育人提供了*山科样板-(

引企入校%搭建*全要素)实境化)生产性-校内职场

化教学环境( 山科职院自
<==1

年创建服装专业以来%

从仅有
<9

台平缝机和
1

台包缝机的校办教学工厂起

步%到创建自主品牌公司%历经多年实践%建成了全国性

服装服饰类生产性实训基地)服装智能制造特色产业学

院%并与鲁泰集团共建了鲁泰产业学院%成为学生实习

实训)教师实践锻炼)教育教学科研的全链条生产性实

训基地(基地打造基于*设计0工艺0生产0销售-全链

条生产流程的教学环境%满足学生全链条生产要素的学

习需求%提供真实生产任务%使学生在真实职场环境中

完成学习(

项目贯穿%构建*五层递进-实践教学内容体系( 山

科职院对接时尚设计)服装智造)品牌营销等职业岗位

能力需求%构建基本模块)专项模块)核心模块)创新模

块)综合模块*五层递进-实践教学内容体系%将教学工

厂订单及产品研发融入实践教学内容% 开发实践项目%

培养学生*品优)技高)善于创新-的实践能力( *基本模

块-包括开发基础工艺)服装部件设计等项目%培养学生

专业基本技能/*专项模块-*创新模块-包括开发职业装

产品设计)学生装产品设计等项目%培养学生专项技能

和创新技能/*核心模块- 包括开发女装设计与工艺)服

装立体裁剪等项目% 强化学生岗位核心技能/*综合模

块-包括数字化版型库开发)服装产品生产等项目%培养

学生的职业岗位实践综合技能(

成果导向%实施*双向互融)五步教学-实践教学模

式(山科职院以学习成果为导向%组建校企结构化教学

团队%实施*双向互融)五步教学-实践教学模式%开展

专业课分散实训)实践课集中实训)综合实训)岗位实

习(*双向互融-是在产业学院设技能大师岗位%聘用企

业领军人才)大师名匠)产业导师等%建设校企联合教

学团队%培育高水平技术技能大师/在企业设教师任职

岗位%教师到企业任职锻炼%在一线发现问题)解决难

题)研究课题%承担双岗双责)校企双向培养%实现产教

互融(*五步教学-是遵循学生成长成才规律%实施*导)

探)练)评)拓-五步教学%将工匠精神等融入培养过程%

全面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力( 山科职院连续三年承办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服装设计与工艺赛项/ 学校师

生每年为企业研发校服)女装等新产品
4>7

种%服务国

内
6167

所中小学)

75

所高校和
14

家企事业单位/推动

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000潍坊尚德服饰有限公司通过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成为山东省专精特新企业和山

东省瞪羚企业(

构建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

1;11

年%山东省编制.现代轻工纺织产业
1;11

年

行动计划$%提出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科技研发创新

提速)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等六大行动%推动现代轻工纺

织产业体系建设( 郑德前表示%山科职院持续深化科教

融汇%服务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开拓进取中展

现*山科作为-(

聚焦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十强-产业%山科职院牵

头成立全国纺织服装智能制造产教联盟和山东省现代

轻工纺织产教融合共同体%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多方

协同%发挥产业和教育的双元共育作用%升级改造校内

教学工厂%充分利用校企双方优势资源%构建*文化传

承)产品研发)工艺开发)技术推广)大师培育-多功能于

一体的*一中心)两平台)一基地-技术研发与社会服务

平台体系%为区域纺织服装企业提供产品升级和技术研

发提供支持(

*一中心-是协同创新中心%包括全国性服装制版技

术与服务协同创新中心)山东省黄河流域传统服饰文化

传承协同创新中心(

*两平台-是技术研发平台)技能技艺传承平台%包

括山东省高等学校时尚与智能服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省高等学校智能校服新技术研发中心)山东省服装

设计与工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等
?

个省级科研平台(

*一基地-是综合服务基地%包括山东省高等学校

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和国家级职业教育纺织

服装类*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等成果转化和教师培训

基地(

面向急需紧缺领域%山科职院紧跟一个技术研发方

向%联袂一名行业企业技术专家%开展一项技术服务(围

绕*纺织新材料)时尚产品)功能性服装)高级定制)智能

制造)终端营销-等领域%山科职院携手鲁泰纺织股份有

限公司)青州市坦博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等头部企业技

术专家%实行校企双带头人制%以*行业专家
8

技艺大师
8

高端人才-为主体%组建功能和智能服装研发与应用团

队等
?

个技术研发与服务团队(

面向企业关键技术需求%山科职院聚焦区域纺织服

装企业产品研发)数字版型开发)服装智能生产等技术

难题%开展时尚设计)功能性服装产品研发等技术研发

项目%助力企业提升核心产品竞争力(例如%成衣个性化

定制团队带领学生开展的*数字化女装成衣定制版型库

研发-项目%开发了女装商务版型库%

1;14

年为山东蕴

裳服饰公司提供
51?

件套的个性化定制版型%实现规模

化定制数据的有效协同(同时%以科研反哺教学%学校将

该项目转化成女装成衣定制版型设计等
61

个教学任

务%在.女装高级定制$等
5

门课程中应用(目前%山科职

院拥有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6;

项%开发行业标准
?

项%获

科学技术奖
>

项%开展横向科研)技术服务与成果转化

项目
617

项%到位经费
11=6

余万元( 根据山东省教育

装备行业协会数据显示%山东省每
4

名中小学生中就有

6

名身穿山科职院师生设计生产的校服(

多年来%山科职院不仅将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服务于

国内纺织服装企业技术创新与转型升级%还积极响应国

家战略%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助力纺织服装行业布局全

球产业链%实现教随产出)产教同行(

*

1;14

年%学校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取

得新成果(-郑德前表示%山科职院致力于*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学生培养%已招收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等
=

个国家留学生
7;

余名(学校还加强*标准输出-%输出有

国际影响的专业教学标准
4

个)课程标准
6;

个%被
1

所

国"境#外院校采用/对接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家教学

标准%发布坦桑尼亚国家职业标准
1

个%获*促进中国与

坦桑尼亚文化交流贡献突出贡献奖-(学校助力*职教出

海-%加入鲁班工坊建设联盟%与鲁泰集团和越南同塔大

学等
6;

余个*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相关院校签订战略

协议%有效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为中外职业教育合

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

本报记者 席萍

本报讯 "记者 席萍#全球知识产权综合信息服务

提供商
@AB"$,-C

与
,%&DE)*

创新指数研究中心近日联合

发布*中国高校专利转让排行榜"

FGE<22

#-%多所与纺

织服装专业相关高校榜上有名(

在纺织相关专业高校中%清华大学以
42<9

件排名

第二位%江南大学以
1275

件专利排名第六位%苏州大

学以
<41>

件专利排名第
<>

位% 盐城工学院以
=?<

件

专利排名第
42

位%浙江理工大学以
=5=

件专利排名第

4<

位%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以
91>

件专利排名第
4?

位%

四川大学以
>>1

件专利排名第
4=

位%东华大学以
5>5

件专利排名第
><

位%西安工程大学以
557

件专利排名

第
>=

位(

本次排名为
1215

年更新的榜单%专利数据为截至

1214

年
<1

月
4<

日的中国高校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

生效的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转让数量 "不含港澳台地

区#( 榜单的前
<22

名中国高校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

北京)陕西)四川)上海等
15

个省市%国内专利转让数量

均在
4>2

件及以上(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高校)科研机构专利转化运

用工作(今年
<

月%国家知识产权局)教育部等
9

部门联

合印发了.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活工作方案$%提

出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和专业服务机构的积极性和

能动性%从盘活存量和做优增量两方面发力%在与企业

有效对接的基础上%引导高校和科研机构形成更多符合

产业需要的高价值专利( 力争
1215

年年底前%实现全

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未转化有效专利盘点全覆盖%

1217

年年底前%加速转化一批高价值专利%加快建立以产业

需求为导向的专利创造和运用机制%推动高校和科研机

构专利产业化率和实施率明显提高%努力促进高校和科

研机构专利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郑德前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近日公布
1214

年中

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产品和解决方案%江苏格罗瑞节

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基于高端纺织业的数字化应用解决

方案-项目入选(

江苏格罗瑞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由江南大学纺织科

学与工程学院的校友葛陈鹏创办% 是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江苏省三星级解决方案服务商)江苏省重点工业互

联网平台)华为集团信息化合作伙伴( 公司与学院合作

成立*江南大学格罗瑞纺织智能技术中心-%开展纺织智

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系列产学研合作项目(

我国纺织业规模全球领先%但仅有
1

万台纺纱设备

完成了设备物联网项目% 占纺纱行业总体规模的
5H

%

纺纱工业大数据的应用薄弱(江苏格罗瑞整合中小企业

纺织生产资源% 通过工厂物联网智能化平台技术部署%

抓住纺织细分垂直领域的关键产能生产装备%建立生产

大协同运营管理模式%从而提高中小企业纺织客户的数

字化水平(

纺织工业生产管理互联网平台在纺织行业具有工

业知识经验的沉淀)转化与复用能力%能为企业用户提

供面向纺织
66

个工序环节的包括整经机张力控制等

77

个行业机理模型%提供数据聚类算法
IDJ K-L.*'+

"日

志聚类#等
16

个数据分析算法%同时针对纺织行业生产

过程中
67

个环节提供
>;

个工业
3EE

(

该解决方案有助于企业大幅提升管理水平% 使各

部门管理更加规范化)透明化%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提升

客户服务水平%增强核心竞争力%目前已在
17

个省市的

7;

多家重点企业实现推广%连接设备数量达
1;1=

台(

江南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一直十分重视与校

友的合作%一方面依托纺织教育发展基金会平台%加强

与校友联络% 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多层次校企产学研合

作%为校友企业发展注入科技创新动能%校友资源也不

断成为学院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力量%成为*江南纺织-的

特色名片( !江南大学"

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
举办线上就业指导活动

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近日举办 *纺云织

梦)职通未来-线上就业指导活动(活动邀请了江苏国泰

华盛实业有限公司盛天事业部张晶钰) 业务经理吴丽

丽%以在线直播和互动访谈的形式%为学生开展职业规

划和求职面试技巧指导(

张晶钰从用人单位的角度%对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在

招聘面试中的关注点进行了分享(她鼓励毕业生找准自

身定位%充分发挥个人优势%为职业发展制定明确目标

和计划( 吴丽丽作为学校校友%结合个人成长及工作经

历% 分享了纺织服装专业的八个就业方向的发展情况%

对如何提升个人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给出建议(

本次活动帮助应届毕业生了解了行业发展情况%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择业观%更好地掌握面试技

巧%为今后职业发展打下基础( !苏州大学"

浙江理工大学学生
推出创意木雕纹饰马面裙

马面裙成为龙年新春以来国潮穿搭的时尚爆款%浙

江理工大学学生发挥创意设计%将东阳木雕的纹饰缝制

在马面裙上% 为*新中式-服饰带来新活力(

*我们在马面裙上缝制了由我们团队设计)大师雕

刻的庄周梦蝶系列木雕%将传统非遗用年轻人喜欢的方

式展现出来( -浙江理工大学*入木三分-非遗传承实践

团成员)经济管理学院学生王梓淦说(

王梓淦从小对父亲从事的木雕技艺耳濡目染(考入

浙江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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