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牵手西班牙高校
共建旅游管理专业实践基地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记者 李
臻）近日，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管理学院与
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大学酒店管理学院先后
分别在慈溪和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马略卡岛
签订共建海外实习实践基地的战略合作协议。

该实践基地的建立，旨在培养国际化酒
店管理人才，进一步提升旅游管理专业的国
际化实践教学水平，并为宁大科院下一步申
请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打下基础。

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大学酒店管理学院
是模拟酒店型学院，拥有多样化多功能的实
践教学场地，还拥有行业经验丰富的师资力
量和强大的实习实践网络，与岛上林立的高
星级度假商务酒店建立深入的合作关系，聘
请高星级酒店的总经理或部门经理担任其实
践型课程导师，也会选派学生到本土以及德
国、荷兰等其他国家进行实习交换。

制药污泥
不仅能“近零排放”
还能“变废为宝”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记者 李
臻 通讯员 马飞迪 苏钧天）近日，浙江省科
学技术厅公布2021年度省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的立项清单，宁波诺丁汉大学理工学院院
长吴韬教授主持的“大宗固体废物绿色处置
技术、装备研发——基于微波热解-催化重
整的制药污泥无害化与资源化处置技术与装
备的研发”项目成功立项，获批专项经费430
万元。

该项目由宁波诺丁汉大学牵头，联合浙江
大学，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以及
宁波诺丁汉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申报，
通过低温干化技术和微波热解-催化重整技
术的耦合，实现制药污泥的无害化和资源化处
置，在节能环保的同时实现“变废为宝”。

据介绍，传统的制药污泥处置采用的是高
温干化-焚烧的工艺，不仅存在处置成本高和
能耗高的问题，还伴随着二次污染，是困扰制药
厂的一个棘手问题。如何降低制药污泥的处置
成本，甚至实现其资源化利用，是近年来我国大
宗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之一。

相比高温干化技术，低温干化可以在降低
制药污泥干化能耗的同时有效抑制干化过程
挥发性污染物的排放。为了提升热解产物的品
质，吴韬教授团队将微波热解与微波催化重整
技术相耦合，并创造性地将自源的热解残渣作
为催化剂对热解油进行催化重整，从而避免了
异源催化剂的购置以及与热解残渣的分离，并
进一步降低处置过程的能耗和成本。此外，通
过该项目，制药污泥热解产生的残渣还可以进
一步制成混凝土砌块，用于市政道路建设，真
正实现处置过程的“近零排放”。

据该项目核心成员徐梦侠博士介绍，目
前项目的核心技术——制药污泥的微波热
解-催化重整技术已经完成中试。未来三年，
项目团队将重点研发制药污泥低温干化与微
波热解─催化重整装备的过程放大与系统集
成技术。

据悉，本项目的顺利实施，将实现千吨级
制药污泥无害化与资源化处置技术与装备的
开发，不仅能显著提升我国制药污泥无害化与
资源化的处置水平，而且对其他大宗有机固体
废物的绿色环保处置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企业代表介绍，第一条经验是
产教融合、协同创新，助力公司成为

“行业领先”。宁职院化工专业带头
人成为企业总工程师，领导企业技
术改革，仅用几个月时间就完成石
油树脂生产工艺路线优化，使当时
趋于停滞状态的公司重新运转，一
年实现扭亏为盈，产值三年翻番。公
司与学校先后共建省级企业研究
院、工程技术中心、协同创新中心等
研发平台，制定行业企业标准、推进
科技成果产业化，目前承担各类研
发项目 18 项，金额总计 7312.16 万
元，引领国家乙烯副产物综合利用
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其次，政府主导、政策支持，专
业、企业与产业“同频共振”。深化校

企联合人才培养，开展订单式培养达
600 多人，许多学生成为公司的技
术、管理骨干。校企共建绿色石化人
才培养基地，培训高技能人才3000
多名，培训教师500多名。共同打造

“双师型”教师队伍，公司充分利用项
目平台，校企共同承担多项重大项
目，帮助学校培养出一批省、市级名
师和领军拔尖人才，真正起到引领行
业发展的作用。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张
慧波说：“职业教育要从两个方面服
务企业，一方面是从研发角度考虑如
何介入，帮助企业研发设备、产品，走
在产业前端；另一方面也只有深度介
入，才能对学生培养有帮助，这也是
我们的现实需要。”

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
宁职院合作单位分享产教融合经验
也是全国唯一企业代表

发布会现场。通讯员供图

12月8日，教
育部召开第三场
教育2020“收官”
系 列 新 闻 发 布
会，介绍“十三
五”期间职业教
育改革发展的总
体情况。宁波职
业技术学院校企
合作单位、恒河
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作为全国
唯一企业代表，
在发布会上介绍
与宁职院十余年
深度合作，校企
互相依赖、互相
成就，企业发展
成 国 内 品 种 最
全、规模最大、质
量最优的石油树
脂 生 产 企 业 之
一，校企还联合
攻关，打破国外
技术垄断，为区
域化工产业高质
量发展赋能的经
验做法。

余姚是国内最大的专业模具
生产资料市场“中国塑料城”和“中
国轻工模具城”所在地，宁波职业
技术学院发挥学校模具设计与制
造专业群的学科优势，与余姚市共
建阳明学院。该学院与当地模具生
产装备企业及加工产业链上企业
群开展“三元双轨”现代学徒制人
才培养，为区域输送一批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其中毕业生留在余姚
地区的比例高达84%。

“办职业教育要从整个产业变

化对人才和技术的需求出发，去思
考如何办教育，才能不滞后于产业，
培养符合市场和产业需求的人才，
甚至起到引领作用。”张慧波说。

宁职院通过构建政府、企业、
学校“三方联动”的办学模式，以学
校为桥梁，多载体、多平台促进三
方合作，进一步打通人才需求链和
供应链。其中，宁职院与宁波经济
技术开发区、经信委共建数字科技
园，聚集企业360家，搭建科技创
新中心、工业设计促进中心等多个
公共服务平台，推动区域企业提质
增效和转型升级；与余姚市政府合
作共建阳明学院，面向区域模具产
业发展，设立现代学徒制跨企业训
练中心，成为宁波市中高职一体化
办学模式改革创新实验区和区域
人才培养综合实训实践基地；与北
仑区政府和香港科技大学李泽湘
教授团队共建智能技术产业应用
中心、中德智能制造国际学院，致
力于智能装备、机器人、精密模具
和汽车零部件领域实现重点突破
……期间，宁职院“院园融合”的育
人成果，荣获第七届国家级职教类
教学成果一等奖。

“三方联动”打通人才需求供应链

企业代表介绍产教融合的经验做法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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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职院教师服务化工企业。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