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溪技师学院的老师和学生都太
棒了，不仅工作劲头足，还和我们的企
业工程师一起开展技术革新，为企业创
造了经济效益。”方太集团电器一厂的
车间里，不少员工直呼“真香”。

今年5月，慈溪技师学院与方太集
团电器一厂合作，开设自动化研修班。
学校电工电子教研组长方荣作为这个
研修项目的负责人，带领了17级电气
工程系和机械工程系两个系部的10名
技师班学生组成研修团队，深入企业一
线，与车间领导及工程师、班组长、一线
操作员工一起研讨寻找可行性项目。

短短2个月时间，他们共同推进电
器一厂升级改造了 70余个自动化项
目，并已投入实际生产，为企业带来了
100余万元经济效益。

“怎么知道油烟机蝶翼板上的挂钩
是否挂反了呢，我们这里有一个检测装
置，像抽屉一样把成品放进去，看看是
否能对准。”走进油烟机车间，指导师傅
朱工介绍成品做完后的检测装置。方荣
带着研修班的两个学生听完师傅的介
绍，很是好奇，原设计纯机械检测装置
操作如此不方便，过程中如果人稍微不
仔细就有可能出现误差。

纯机械式检验确实不方便，那么是
否可以换个方式。方荣开始带领学生改
造装置。通过细心观察，他发现，当蝶翼
板上挂钩位置装错了，与正确位置会有
些许距离。那是不是可以设计一个机
电、气动结合的检测装置，通过一种特
殊的传感器去接收挂钩安装正确的检
测信号？

经过一番研究，方老师在原先的想
法上设计了一个检测控制电路，加了
90°旋转气缸、四个光纤传感器和一个
指示灯，当挂钩安装完成后，只要把成
品放置在检测装置上，按一下气动开
关，旋转气缸带动光纤传感器靠近四个
挂钩，如果挂钩的位置正确，指示灯绿
灯亮起，则表示检测通过。这就解决了
检测复杂这一难题了。

一个月后，蝶翼板挂钩防呆改善气
动检测装置成型了，当想法落地变成现
实，非常有成就感。目前这个检测装置已
经投入实际生产中，深受一线工人喜爱。

方荣曾在海天集团工作多年，有丰
富的企业实践经验。2013年进入慈溪
技师学院从事教学工作，现担任学校教
学工作。方老师为学校的校企深度合作
开展迈出了崭新的一步。

为产业转型升级赋能小技术大应用

小技术大应用！如今，宁波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正处于转型升级阶段，企业面临一系列的困难与挑
战，迫切需要一批高技术、技能人才。不少职业教育学校老师凭借着在专业领域所具备的高素质，为企业、行
业解决现实难题，实现职业教育人的价值回归。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樊莹 林涵茜

渔业船员培训工作事关渔业安全
生产、渔船财产及船员人身安危。

“太感谢了，现在我们渔民学习
‘号灯号型’知识容易多了，出海更加
放心了。”9月 2日晚上，参加完渔船

“号灯号型考培系统”实训学习后的象
山渔民竖起大拇指点赞。

他们口中说的这套系统，由宁波
一位职校老师带头开发。他就是宁波
海洋职业技术学校下辖的象山海洋培
训学校资深老师陈军岸，投身教育工
作38年。

每年的九十月，都是商渔船碰撞
事故的易发、高发期。陈军岸老师在长
期参与渔业船员培训后发现，渔民在
船舶避碰规则中的号灯和号型上使用
不规范，常常把亮几盏灯当作传递信
息，致使渔业船舶在海上能见度不良
的时候不能正确显示船舶状态，与商
船相遇的时候极易发生碰撞等事故。

“我原来是一名计算机老师，从事
渔业船员培训近20年了，深深感到这
件事的重要性。”今年5月，陈军岸老
师带着渔业从业人员规范使用船舶

“号灯号型”这一课题，开始接触集美
大学相关专家，并牵头研发一套真正
能够帮助渔民掌握渔船“号灯号型”并
很快上手操作的考培系统，解决商渔
船碰撞事故源头问题，为渔业生产安
全保驾护航。

“以前，渔民培训，都是看PPT死
记硬背这些知识，往往是今天记住明
天就忘了。这次研发的新系统，仿真度
高、易记并容易上手，渔民可以一边听
课一边操作学习。”陈军岸说，尽管目
前只是在象山试点，但有望明年在宁
波全面推广，甚至走向全国。

事实上，早在2006年，陈军岸就
开始提出渔民培训无纸化考试的设
想，并在2010年该系统终于在象山得
以试点，并于次年在全省推广。

2018 年至 2020 年，在陈军岸的
带领下，该校与宁波兴渔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合作研发渔业“普通船员线上
培训APP”，并已向全国推广。

陈军岸为此先后获得“宁波市职
教先进个人”和“农业部渔业局优秀教
育工作者”等。2019年，他荣获象山县
教育局首届“农村突出贡献奖”，并在
渔业培训工作中荣立“三等功”。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葫芦可
以嫁接到西瓜上、黄瓜可以嫁接到
南瓜上，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趣。

余姚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90
后”老师徐湾湾带着学生“泡”在农业
企业和科研院所，曾连续两个月扎在
宁波农科院实验农场，与科研人员、工
人师傅合作探讨蔬菜嫁接、修剪等关
键技术要领，练就了过硬专业能力，帮
助当地农户、农业企业解决产量低等
难题，推进经济效益的提高。

徐湾湾大学时候学的是观光农业
专业，对农民、农村、农业有着天然的
亲近感。成为余姚市第二职业技术学
校的园林专业教师后，她注意到学校
周边务农的村民、家庭作坊式企业比
较多，主要种植南瓜、西瓜等作物，但
大多是依赖传统种植方式，“看天吃
饭”。

“一颗小小的蔬菜苗，培育却是大
学问。我们将这件事作为了一个课题，
师生一起深入研究，发现主要问题还
是在科学管理上，温度计、湿度计以及
早中晚三次的数据记录与分析都是必
不可少的。”因为学校里有专门的实验
大棚，徐湾湾带着学生开始穴盘育苗。
比如南瓜，从选育培育再到怎么提高
存活率、后期产量和品质等，成了重点
突破的方向。

温度、湿度以及光照、通风等情
况，尝试人为干预，师生一起做实时数
据分析。在科研人员、工人师傅合作探
讨下，徐湾湾和学生一起试着将葫芦
嫁接到西瓜上、黄瓜嫁接到南瓜上，使
被嫁接蔬菜增强抗逆性，同块土地种
植的年份延长，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让人开心的是，像这样的嫁接西
瓜比自根西瓜增产一倍以上，嫁接黄
瓜增产 30%-50%，同时果实品相也
改善了，卖的价格自然也高了。学校
引入规模化嫁接后，周边的农户、小
微企业得知此事，纷纷也跑来“取
经”，甚至直接来取成品苗。

因为练就了过硬专业能力，徐湾
湾先后3次获宁波市职业教育教师技
能大赛一等奖，获评宁波市中等职业
学校“专业技术能手”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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