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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对高职水利类专业人才培养的影响

——以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1

熊鹰 李静 张守平 刘嘉夫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重庆 402160）

【摘 要】: 随着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不断深化，水利行业在重视建设的同时也加强水利管理。本文在研究

行业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提出对高职院校培养水利类人才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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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业发展现状及人才需求

1.1 行业发展现状

2011 年中央出台《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随后召开中央水利工作会议，明确从 2011 年起的十年时间里，将完成投资

4 万亿元。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新思路。2015 年《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放到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第一位，水利事业迎来

了高速大发展的时期。目前，据不完全统计，重庆市水利行业职工，整体呈现专技人才学历层次偏低、比例偏低、专业结构不

合理等不足。预计“十三五”期水利水电高技能人才缺口 3 万余人。加快培养满足水利行业一线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已成当

务之急。

水务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事业，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乡统筹进程的加快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水问题

的严重性和重要性已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共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都把水问题提到重要位置，水务业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

最快的产业之一。2015 年《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指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

核心，系统推进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保护和水资源管理。十八大之后，水利部陈雷部长对水生态文明建设做出明确指示和具体

部署：“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大战略部署，把完善和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作为重要抓手，全面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近

年来，重庆市在加强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的同时，更在水源地保护、水资源涵养及水生态修复工程上不断加大投入。自 2010 年来，

全市共实施水生态修复工程项目一百多个，项目总投资 13000 余万元，在水资源涵养和水生态修复方面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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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才需求分析

重庆市辖 38 区（县），长江、嘉陵江穿市而过，境内江河纵横，水网密布，水及水能资源十分丰富。“十三五”期间，水利

水电工程建设、管理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渠系改造工程、农村饮水工程、统筹城乡建设中的现

代农业规划工程等系列工程相继开工，工程建设任务将非常繁重。全市现有各类水利工程 18.4 万处，农村水电发电装机总容量

已达到 133.7 万千瓦，年发电量 52.9 亿千瓦时；各类水利、地方电力设施已形成固定资产 130 多亿元。但重庆市水利水电建

设人才却十分紧缺。根据毕业生跟踪调查和行业人才需求调查，未来几年水利建设行业专业人才需求将呈上升趋势。

据调查分析显示，重庆地区水务行业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在 20% 以下，且专业文化层次相差大，初、中级专业技术人

员严重缺乏。重庆市村镇集中式供水单位有千余家，从业人员约三千人，平均一家供水单位约 3 名工作人员，多数水厂工作人

员仅为 1 人，且具备专业学历者比例太低，大多数人员为初中甚至是小学学历，这与供水企业的需求差距很大，无法提供足够

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重庆仅村镇供水技术人员缺口达 4 千人，给我院水务类相关专业毕业生提供了良好的就业机会。

重庆培养水利类人才的高职院校仅我院一所，以目前规模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水利建设、水务行业的需求。由此可见加快

培养满足水利建设、水务行业一线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已成当务之急。

2 高职水利类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水电学院）是一个以水利专业为特色的，具有鲜明行业特点的高职院校，目前开设

水利行业相关专业有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技术、水利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水环境监测与治理、水务管理和

水政水资源管理等。在目前专业人才培养中存在如下问题：

2.1 专业结构不尽合理

我院 2016 级水利相关专业学生人数如下：水利水电建筑工程专业 452 人，水利水电工程技术专业 146 人，水利工程专业

261 人，水利水电工程管理专业 167 人，水环境监测与治理专业 44 人、水务管理专业 131 人、水政水资源管理专业 90 人。

在专业布局上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技术和水利工程三个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都比

较相似，专业区分度不大。二是水利大类中管理类专业偏少，与服务新常态下水利事业发展从重建设向重管理转变不相适应。

2.2 课程体系及教材内容有待优化

随着新型材料的发展，水利工程建筑材料也不断发展变化，同时工程施工技术、方法、设备、措施也在不断更新和变化。

而有些课程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却相对滞后于行业新技术的发展。我院水务管理类专业学习的主要课程包括水处理运行与管

理、水环境监测与评价、给水工程、排水工程等，其中大部分课程都属于工科课程，而水务管理专业的学生以文科生为主，理

科知识较薄弱，这就导致学生在学习时比较吃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3 缺少对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

水利行业是一个条件艰苦的行业，水利相关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主要从事水系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管理等工作，水利

工程建设一般都在偏远的地区，且工作环境大都在野外。这就要求工作人员要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水务管理相关专业的毕业

生主要从事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的运行与管理、水质监测等工作，这就要求学生具有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和细心、耐心的工

作态度。而现在的高职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从小被娇生惯养，因而缺乏艰苦奋斗、严谨治学的精神。现行的教学体系中主要

以专业知识为主，而不重视对学生职业素质的培养，导致学生从业目的淡薄，毕业之后走上一线工作岗位不能快速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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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职水利类专业人才培养的改革

3.1 调整专业布局

专业设置要坚持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遵循职业教育规律和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主动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适应行业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需要，适应学生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调整专业布局方面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

发展优势专业，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和水务管理专业均为水利部示范专业和重庆市骨干专业，应继续加强这两个专业的建设，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2）可适当增加水利类管理专业，以适应新形式下水利事业发展从重建设向重管理发展的趋势；（3）随着最

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不断深化，隧洞生态引水项目的增加，水利、建筑、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急需水文、工程地质

类人才，可增设水文与工程地质专业。

3.2 建立行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机制

可成立由行业企业专家、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共同组成的专业建设工作委员会，指导专业建设，推进产学研合作；加强

与各水务局、水利建设、咨询、监理等企事业单位深度融合，合作共赢。企业参与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建设，承担工

艺实训、顶岗实习的指导和部分专业课程教学工作，主持教学质量评价工作。

3.3 改革课程体系

根据人才培养目标，修订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依托学院“专业规划与发展委员会”平台，加强校企合作，依据“岗位要

求、工作过程”，参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行业和企业的特点与需求，根据专业培养人才所面向的岗位群对人才知识、能力、素

质结构的需求，结合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和岗位能力的要求，实施项目化课程改革，构建“基于岗位能力”的课程体系。

3.4 加强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

以专业核心技能培养为目标，引企入校，与行业企业共同进行实验实训基地建设规划和实习实训项目的开发，建设融实训

教学、技能鉴定、师资培训为一体的专业生产性实训室，使学生在真实的生产环境下进行实训，达到岗位综合实训目的。以“行

业、学校、企业”三方合作为基础，坚持“资源共享、充分利用”，深化现有校企合作关系，开辟新的校外顶岗实习基地，为学

生在顶岗实习基地进行顶岗实习创造条件。同时创新实习实训过程管理机制，确保校内实训和顶岗实习的质量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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