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成果简介（可另加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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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级

授 奖

部 门

教学成果类

2023.12
轻工联合会十四五规

划教材（方灏主编：《运

动鞋设计基础》）

国家级
中国轻工联合会

教育工作分会

2023.06

首批“十四五”职业教

育国家规划教材（陈启

贤副主编：《鞋的经典

——现代时装鞋类经

典解读》）

国家级 教育部

2022.04

教育部《职业教育助力

乡村振兴研究》课题典

型案例（林志谦：实施

“六大工程”，精准助

力乡村振兴）

国家级
教育部职业教育

发展中心

2022.03

教育部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典型案例（林志

荣：基于“1+N”校企

协同育人的智能制造

类专业教学改革实践）

国家级

中国教育发展战

略学会产教融合

专业委员会

2022.10

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

奖一等奖（陈启贤，项

目第二负责人：产业主

导、标准引领、校企协

同：鞋类设计与工艺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

践）

省级
上海市教育委员

会



2022.10

福建省职业教育教学

成果奖二等奖（基于

“1+N”校企协同育人

的智能制造类专业教

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24.09

福建省“智慧助老”优

质工作案例（方灏：健

康老人鞋数智化设计

与制作）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23.09

福建省职业教育改革

发展典型案例（林志

荣：“平台共创、标准

共定、资源共建、结果

共认”高职装备制造大

类人才评价改革创新

实践）

省级
福建省职业技术

教育中心

2022.07

福建省职业教育改革

发展典型案例（林志

荣：基于“1+N”校企

协同育人的智能制造

类专业教学改革实践）

省级
福建省职业技术

教育中心

2024.05

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智能制造类专业群

“五位一体”应用型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

践）

校级
湄洲湾职业技术

学院

2024.05

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三融合、四递进”

的智能制造工匠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校级
湄洲湾职业技术

学院



2024.05

校级教学成果三等奖

（“平台、标准、资源、

结果”四维共建的高职

智能制造类人才评价

改革创新实践）

校级
湄洲湾职业技术

学院

专业建设类

2023.12

轻工联合会十四五规

划数字化项目（鞋类数

字化制造虚拟仿真实

训基地）

国家级
中国轻工联合会

教育工作分会

2022.09
工信部产教融合试点

专业 2个（数控技术、

大数据技术）

国家级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人才交流中心

2019.11

主持国家职业教育机
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教
学资源库（《公差配合
与测量技术》子项目）

国家级 教育部

2023.12
省级职业教育虚拟仿

真实训基地（鞋类数字

化制造）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23.11
省级终身教育提质培

优实验项目（鞋文化与

技艺传承实验项目）

省级
福建省终身教育

委员会

2021.03

省级职业教育信息化

项目（莆田市智能制造

与服务型产业虚拟仿

真实训基地）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20.12
省级高水平专业化产

教融合实训基地（智能

制造专业群）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18.10
省职业院校专业群产

教融合实训基地（智能

制造专业群）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18.10
省职业院校产教融合

示范专业（数控技术）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18.08
省 VR/AR职业教育实

训基地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17.07
省职业院校服务产业

特色专业群（智能制造

自动化专业群）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17.07
省现代学徒制试点（机

电一体化）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20-20
23

“1+X”证书制度试点

项目 5个（多轴加工中

级、数控车铣加工中

级、智能网联汽车中

级、智能网联汽车高

级、大数据初级）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19-20
23

省级职业教育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 7门（工业
机器人实操及应用技
巧、传感器原理与应
用、创新创业基础、单
片机控制系统设计、常
用电气设备控制与检
修、电气装配实训、数
控机床机械装配实训）

省级
福建省

教育厅



2023.11

省级终身教育提质培

优教材 5本
（iLLustrator鞋类设

计效果图、kickscad-3d
鞋类设计效果图、鞋类

设计表现技法、

photoshop鞋类设计效

果图、运动鞋设计基

础）

省级
福建省终身教育

委员会

服务鞋产业类

2023.03 “妈祖杯”全国鞋类设
计大赛平台

国家级

工信部
中国皮革协会
福建省工信厅

莆田市人民政府

2023.03
中国皮革协会设计师

委员会副主席（陈启

贤）

国家级 中国皮革协会

2021.03
《鞋类设计与制作

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第

一起草人（陈启贤）

国家级

教育部

中国轻工业联合

会

2019.07

教育部应用技术协同

创新中心（码垛机器人

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

心）

国家级 教育部

2017.11

《鞋类设计师》国家职

业标准制（修）定工作

委员会副主席（陈启

贤）

国家级 中国皮革协会

2022.12 福建省工匠学院 省级 福建省总工会

2021.11
莆田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职业技能提升中

心

省级 福建省人社厅



2017.05

福建省高职院校应用

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码

垛机器人应用技术协

同创新中心）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23.11 莆田市鞋产业科技创
新研究院

市级 莆田市科技局

2020.03

成果完成人（陈启贤）
国家标准第一起草人：
GB/T3903.39-2019/1S
0 176982016《鞋类-
层间剥离强度》

国家级
国家质量监督管

理总局
中国标委会

2019.08

成果完成人（卓俊杰）
参与行业标准制定：
HG/T5523-2019《胶鞋、
运动鞋抓地性能试验

方法》

国家级 工信部

2017.12

成果完成人（卓俊杰）
参与行业标准制定：
GB/T35497-2017《胶鞋
用材料阻燃性能试验

方法》

国家级
国家质量监督管

理总局
中国标委会

2020.09

成果完成人（卓俊杰）
参与行业标准制定：
DB35/T 1843-2019《鞋
类吸附性能试验方法》

省级
福建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

2019.06

成果完成人（卓俊杰）
参与行业标准制定：
DB35/T 1843-2019《鞋
类吸附性能试验方法》

省级
福建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

2020.09
2021.09

福建省第二批、第三批

产教融合型培育企业9
家

省级 福建省发改委

2022.07
浙江省皮革行业协会

专家（陈启贤）
省级

浙江省皮革行业

协会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9&CurRec=3&dbcode=SCSF&dbname=SCSF&filename=SCSF00052896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9&CurRec=3&dbcode=SCSF&dbname=SCSF&filename=SCSF00052896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9&CurRec=3&dbcode=SCSF&dbname=SCSF&filename=SCSF00052896


2020.03
福建省增材制造行业

协会特聘专家（陆宇

立）

省级
福建省增材制造

行业协会

2022.06

莆田市鞋服产业发展

暨招商工作专项领导

小组专家政策组副组

长（陆宇立）

市级

莆田市鞋服产业

发展暨招商工作

专项领导小组

2023.04
莆田市鞋业协会副会

长（陆宇立）
市级 莆田市鞋业协会

2019.12
温州市鞋革协会专家

（陈启贤）
市级 温州市鞋革协会

2019.07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

府“政府重大决策咨询

论证专家”（陈启贤）

市级
温州市鹿城区人

民政府

2021
-

2023

成果完成人授权鞋服
相关发明专利 5 项

国家级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20
-

2023

成果完成人授权鞋服
相关实用新型专利 16

项
国家级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21.02 服务鞋产业中青年科
研项目 3 项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18-20
21

服务鞋产业市科技项
目 6 项

市级 莆田市科技局

团队教师获奖

2021.07
全国技术能手（叶祖

彪，留校任教）
国家级 人社部

2019.09
全国优秀教师（陆宇

立）
国家级 教育部



2021.07

教育部《鞋类设计与工

艺》专业教学标准制定

组专家组组长（陈启

贤）

国家级
教育部职业教育

与成人教育司

2018.06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

评估中心认证专家（陈

启贤）

国家级
教育部高等教育

教学评估中心

2017.12

全国轻工职业教育教

学指导委员会、中国皮

革协会“皮革行业技术

技能教育专家”（陈启

贤）

国家级

全国轻工职业教

育教学指导委员

会、中国皮革协

会

2017.11

全国轻工职业教育教

学指导委员会鞋服设

计师专家委员会主任

（陈启贤）

国家级

全国轻工职业教

育教学指导委员

会

2023.12

第三届全国工业设计

职业技能大赛-鞋类设

计师赛项专家组组长/
裁判长（陈启贤）

国家级
中国轻工业联合

会

2021.12

首届全国工业设计职

业技能大赛-鞋类设计

师赛项专家组长/裁判

长（陈启贤）

国家级
中国轻工业联合

会

2023.05
福建省五四青年奖章

（叶祖彪，留校）
省级 共青团福建省委

2020.12
省级科技特派团队（智

能制造团队）
省级 福建省科技厅

2019.10
2020.11

省技能大师工作室 2
个（陈建武、陈威）

省级 福建省人社厅



2020.01
2023.12

福建省专业带头人 2
人（许志敏、陈建武）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23.08
2024.08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一
等奖 2项（方灏：规则
游戏的设计与实施；方
灏、何敏、刘小真：健
康老人鞋设计与制作）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24.03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一等奖 1项（叶祖

彪）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22.11
福建省职教协会教研
课题二等奖 1项（林志

荣）
省级

福建省职业技术
教育学会

学生获奖

2021.06
2023.10

福建省技术能手 3人
（叶祖彪、陈康、彭子

康）

省级 福建省人社厅

2020.12
福建省青年岗位能手

（李程锦）
省级 共青团福建省委

2017
-

2023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一等奖 1项二等奖 8
项三等 8项

国家级
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组委会

2017
-

2023

“互联网+”创新创业

大赛国赛银奖 1项铜

奖 1项
国家级

“互联网+”创新

创业大赛组委会

2017
-

2023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一等奖 19项二等

奖 15项三等 25项
省级

福建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组委会

2017
-

2023

“互联网+”创新创业

大赛金奖 2项银奖 2项
省级

“互联网+”创新

创业大赛组委会



学校建设类

2023.04

教育部第二期供需对

接就业育人项目立项2
项（定向人才培养培训

项目、就业实习基地项

目）

国家级
教育部高校学生

司

2022.02
中德先进职业教育合

作项目首批试点院校
国家级 教育部

2019.10
教育部第二批现代学

徒制试点院校
国家级 教育部

2021.06
福建省高水平专业建

设计划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20.09
福建省示范性现代职

业院校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19.12
福建省创新创业创造

教育示范院校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17.03
福建省高校大学生创

新创业园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其他

2023
承办“妈祖杯”全国鞋

类设计大赛
国家级

工信部
中国皮革协会
福建省工信厅

莆田市人民政府

2017
-

2023

承办全国行业赛 2项、

互联网+双创大赛 1
项、省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高职组）17项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24.09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动手设计、制作，

教师节送一双“教师

鞋”

国家级 中国教育报



2024.09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适应社会需要 产教深

度融合

省级 福建新闻联播

2024.09 教师节送“教师鞋” 省级 福建日报

2023.11

奖金 20万元 “妈祖

杯”全国鞋类设计大赛

颁奖在湄洲湾职业技

术学院举行

国家级 中国农科新闻网

2023.11

2023莆田时尚文化节

暨“妈祖杯”全国鞋类

设计大赛颁奖活动举

行

国家级 中国新闻网

2023.09
2023“妈祖杯”文创产

品设计大赛开始复评
国家级 中国新闻网

2023.08

2023“妈祖杯”全国鞋

类设计大赛初赛评审

会在湄洲湾职业技术

学院举行

国家级 中国皮革网

2021.10
多彩校园 | 湄洲湾职

业技术学院：技能点燃

青春梦想

国家级 学习强国

2019.12

互设培训基地 举办创

新人才班

福建湄洲湾职院推动

校企深度融合

国家级 中国教育报

2019.03
几名新生代农民工的

技术成才梦
国家级 工人日报

2017
-

2024

媒体报道：国家级 23
篇省级 45篇市级 70篇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2017 年 7月
完成：2020年 7月

实践

检验

时间

起始：2020年 8月
年限：4年



1.成果简介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

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制造工匠是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现代

纺织鞋服产业是福建省传统优势产业和首个规模超万亿元的产业，

“中国鞋都”莆田的鞋业总规模占全省 1/3、占全国近 1/10，在区域

经济发展中支撑作用突出。为解决鞋业发展的工匠人才匮乏问题，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于 2017年以教育部第二批现代学徒制试点、福

建省服务产业特色专业群建设项目为依托，先后建设莆田卫国工匠

产业学院、与市总工会共建莆田工匠学院，探索“现代工匠人才”

培育之路。围绕鞋服行业智能化、数字化、定制化、可持续化、高

效化等发展需求，升级重构打造鞋类设计与工艺专业群，联合莆田

高新区牵头建设莆田市鞋服产教联合体，形成现代鞋类制造工匠培

养体系（如图 1）。鞋类设计与工艺专业群的建设填补了莆田市高

等（职业）教育鞋类专业建设的空白，有效解决了工匠育人思政融

合机制不顺畅、工匠育人培养体系不健全以及工匠育人课程实践不

完善的难题，对高职院校现代鞋类制造工匠人才培养和服务产业发

展具有示范意义。

图 1 现代鞋类制造工匠培养体系



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1）通过“一学期一双鞋”项目，融合技能培养与思政教育，

传承匠心精神，强化实践成果导向，构建全面评价机制，促进学生

德技并修与个性化发展。“一双鞋”成为学校思政教育名片。

（2）深化产教“五融合”，共建实训基地，打造“双师型”师

资，融合标准与课程，创新多元评价体系，全方位利用校企资源，

共育工匠精神，推动人才高质量培养。

（3）重构四级课程体系，强化“6+2”实践培养，精进匠艺。

开设基础技能课，打造匠德第二课堂，引进大师工作室，创设系列

社团，全方位提升学生实践技能与工匠精神。

成果实施以来，学校厚植“工匠基因”，首批挂牌“福建省工

匠学院”，培育出全国技术能手 1名、福建省技术能手 3名、福建

省青年岗位能手 1人等一批工匠人才，团队教师陆宇立获评为“全

国优秀教师”，陈启贤受聘为教育部《鞋类设计与工艺》专业教学

标准制定组专家组组长、“中国皮革协会设计师委员会”副主席。

学校积极参与并主持了教育部高职专业教学资源库子项目 1个，立

项“十四五”规划教材 2本，建立教育部协同创新中心 1个，主持、

参与制定鞋行业标准 6项，开发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7门、立项

省级教材 5本等，获国家级产教融合典型案例等 2项。学生获国家

级、省级比赛奖项 82项。同时，培养了一批能教会做的“双师型”

教师，获市级以上奖项 22项，成果丰硕。省内外 10多所院校来校

学习，《中国教育报》《工人日报》“学习强国”等多家媒体，围

绕人才培养话题报道人才培养模式和育人成果。



2.成果主要解决的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思政引领，传承“匠心”，建设“一学期一双鞋”思政

品牌，实施德技并修育人机制，解决工匠育人与思政融合机制不顺

畅的问题

图 2 “一学期一双鞋”思政融合育人机制

德技并修，全面发展：强调价值、知识、能力有机结合，建设

“一学期一双鞋”思政品牌，6学期分别为父母、老师、环卫工人、

留守老人、军人、自己等 6类对象设计与制作思政主题鞋，厚植学

生专业情怀。

匠心融入，同频共振：将“匠心”精神作为思政教育核心要素，

通过讲述工匠故事、传承工匠精神、践行工匠精神，将工匠精神融

入“一学期一双鞋”每一个环节，塑造学生卓越的职业素养。

成果导向，强化实践：深化 OBE 成果导向，重构课程体系支

撑一双鞋的设计与制作，以线上平台、线下校园展馆等方式展陈“一

双鞋”成果，组织学生将“一双鞋”设计成果申报外观设计专利，

全方位激发学生通过作品表达自己对社会现象、职业精神或人物形

象的思考与感悟，深化学生对思政主题的理解和认识。

档案记录，机制保障：“一生一档”构建学生详尽的“一双鞋”

工匠成长档案，记录其每一步实践历程，并纳入自我反思、导师评

语、同伴评价及企业反馈等多维信息，形成对学生价值、知识、能

力“三位一体”全面评价机制，为学生个性化发展提供机制保障。

（2）产教协同，共育“匠才”，深化产教“五融合”，全方



位培育工匠精神，解决了工匠育人培养体系不健全的问题

设备融合：与企业共建“华中数控智能制鞋自动化生产线”等

5套新设备，引入企业技术标准、企业实际生产场景、工艺流程、

管理规范，实现课程教学实训实习设备、工艺、技术与企业先进制

造水平同步，实现办学资源以学校支撑为主向校企共同支撑转变。

师资融合：引进行业资深专家教育专家、企业设计师、板师、

莆田工匠之星及中电望辰博士团队，打造“双师型”教学创新团队

及评价师资库，涵养“师者匠心”，形成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技术

能手领衔，福建省技能大师、技术能手、专业带头人等支撑的师资

队伍，以高水平师资育人能力保障现代工匠培养“有师会教”。

标准融合：围绕“塑造综合素养、传授专业知识、提升职业能

力”三个核心目的，实施“双主体，全过程”路径，构建“综合素

养+专业知识+职业能力”课程体系，将校企联合培养落到操作层面。

课程融合：企业项目与课程内容相融合，校企共同运用行业标

准、操作规范、技能鉴定、职业素养等编制活页式教材，并配备信

息化教学资源，积累大量企业工程师标准操作视频，打造以职业活

动为导向、企业项目案例为载体的校企特色课程。

评价融合：校企双方协同创新育人，通过学徒制培养机制、订

单式培养机制，以人才培养目标、区域产业需求、学生发展为成果

导向，以持续改善为目的，以评价主体多元、评价资源共享、评价

结果互认为重点，产教协同制定评价标准、建设评价资源、推进过

程实施与质量保障，形成“企业需求→内部过程管理→外部质量监

控→企业认可与改进”全过程 PDCA循环，真正做到多元评价、校

内认证与企业认证双并行。



图 3 产教“五融合”协同育人

（3）技能精育，精制“匠艺”，重构“基础、应用、提升、

岗位”四级递进课程体系，采用“6+2”法强化实践技能培养，解

决了工匠育人课程实践不完善的问题

“6”是开设六大公共基础技能实践课：钳工、3D打印、制图、

Python、电工、机电一体化，为学生提供扎实的实践技能基础，确

保其在理论学习之外，能够充分接触并掌握实际操作技能。

“2”是打造多元化“匠德”“匠艺”第二课堂：一是深耕根基，

量化传承实效优化教育体系，打造劳模·工匠精神传承教育基地，

形成“湄园讲坛”“劳模·工匠学堂”“产业导师·品牌鉴赏”、

“工匠精神·企业文化”4个系列工作品牌，实现劳模工匠精神进

校园、进系部、进专业、进课程。二是引进 2 个省级、2 个市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创设鞋服穿搭社、精密制造协会、智动控制协会以

及数字工匠创客坊（涵盖 3D打印/虚拟现实）等系列社团组织，提

升学生实践能力的深度和广度。



图 4 “6+2”实践技能培养模式



3.成果的创新点

（1）匠心思政，“一双鞋”育人

“一学期一双鞋”成果导向教学模式，将匠心精神与思政教育

深度融合，将专业内涵与本土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形成独特的育人

机制。该模式创新做到价值、知识、能力“三位一体”，形成以匠

心铸“匠艺”育“匠才”的思政教育新亮点。成果导向的课程体系

设计，鼓励学生通过作品表达对社会现象、职业精神的思考，增强

思政教育的实践性和针对性。“一生一档”的成长档案，多维度评

价学生表现，既保障评价的全面性，也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为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工匠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2）产教深融，匠才共育

深化产教“五融合”，即设备、师资、标准、课程、评价的全

面融合，实现校企育人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莆

田工匠”品牌。此模式不仅将企业设备、技术标准、工艺流程等引

入校园，还通过柔性引才机制构建“双师型”教学团队，确保教学

内容与行业需求的紧密对接。构建“双主体，全过程”培养路径和

“综合素养+专业知识+职业能力”课程体系，实现校企联合培养的

深度实施特别是评价融合方面的创新，通过多元评价、校企双认证

等机制，形成了持续改进的 PDCA循环，确保了人才培养质量与企

业需求的无缝对接，为全方位培育工匠精神提供有力支撑。

（3）匠艺筑基，实践育人

通过重构四级递进课程体系与“6+2”实践技能培养方法，全

面强化实践技能教育。“6大公共基础技能实践课”为学生奠定坚

实的实践基础，确保理论与实践并重；“2大匠德、匠艺第二课堂”

通过多元化形式，将劳模工匠精神深度融入校园，不仅提升学生的

职业技能，更培养其职业道德与责任感。引进技能大师工作室与创

设系列社团组织，进一步拓宽了实践平台，让学生在真实或模拟的

工作环境中深化技能学习，促进创新思维与综合能力的提升，为培

养高素质技能型工匠人才提供有力保障。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学生成长

毕业生发展状况良好，用人单位满意度高、社会成就突出。学

生获福建省技术能手 3人、福建省青年岗位能手 1人，近 6年省级

以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 82 项，其中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获三等

奖以上 17 项；获全国“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银奖 1 项铜奖 1 项。

80%以上的毕业生进入合作企业顶岗实习，60%以上毕业生留在合

作企业就业。多名毕业生被企业高薪聘请（年薪 15万以上），平均

月薪 5000以上。用人单位高度评价，莆田自主品牌鲸动科技评价道：

经过校企协同育人，学生专业能力显著提升，职业素养特别是工匠

精神大大增强，学生岗位适应能力、迁移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可持

续发展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6名大一学生在我公司暑期实践，多

款设计作品被我公司成果转化推向市场。

（2）专业建设

学院建立了教学创新团队，有全国技术能手 1 人、全国优秀教

师 1 人，福建省技能大师 2人、福建省技术能手 2人以及福建省专

业带头人 2人。7年来，承担教育部、工信部项目 9项，省级项目

26项。陈启贤受聘为教育部《鞋类设计与工艺》专业教学标准制定

组专家组组长、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认证专家等。出版首

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1本、立项轻工联合会十四五

规划教材 1本等教材。申报福建省科技项目 1项，鞋相关科技项目

9项，获鞋相关发明专利 5项实用专利 17项，教师累计发表论文 27
篇。学院建有钳工、3D打印实训室以及智能制鞋生产线实训室等。

多角度构建了教学体系和保障体系，两者交叉协同培养了众多优秀

师生。

（3）示范辐射

学院在中国软件产业融合发展与人才培养论坛做经验分享，在

省厅专题培训班创新创业改革经验交流，在第三届海峡两岸职业教

育与创业研讨会等两岸论坛作主题报告。

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 10多所院校来校学习。主力

发起成立莆田市鞋产业科技创新研究院，学校与研究院两者合力形



成“莆田工匠”系列工作内涵和品牌，共同打造知识型、技能型、

创新型劳动者大军，为莆田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培

训莆田当地鞋业制造从业人员 2389人次。

（4）社会各界反响

新闻媒体广泛报道。《中国教育报》《福建新闻联播》《福建

日报》报道学院以“一学期一双鞋”成果导向重构岗课赛证课程体

系及产教协同育人培养特色。《工人日报》《学习强国》等多家媒

体，围绕人才培养话题，报道学院人才培养模式和育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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