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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省质检院练就了深厚的
“湖北质检之力”，成为企业高质量发
展、产业绿色转型的助推器。

看标准之力

2024年，省质检院依托省能源标
准化委员会（以下简称“能标委”），修
订《湖北省能源标准体系框架》，制发
规范性文件3项，筹建电网环境工作
组。全年能标委推荐立项地标15项。

近年来，能标委大力开展能耗监
测、节能评价、碳足迹、碳排放、零碳乡
村等能源领域标准研制、验证评价工
作，完善能源标准化体系，发挥标准牵
引作用，推荐立项地方标准50余项，
引领生产模式向绿色低碳转型。

看科研之力

2024年，省质检院承担的市场监
管总局科技计划项目《食品包材中
PFOS（全氟辛烷磺酸）和PFOA（全氟
辛酸）的迁移规律研究及风险评估探
索》和1项省局技术保障专项项目《低
成本高消纳率磷石膏道路基层材料的
制备、检验及评价技术研究》、2项省局
科技计划项目《网络食品安全舆情分
析及其在监管中的探索应用》和
《35kV及以下挤包耐火电力电缆耐火
试验装置研发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近年来，省质检院积极参与国家、
省级科研项目研究，获评“高新技术企
业”。共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80
余项，其中国家级科研项目7项。

看质量之力

2024年，省质检院为宜昌猇亭区
新材料产业、远安县磷化工产业、劲牌
神农酒业、鄂州市现代建筑工业化绿
色产业、神农架生态康养等5个产业
链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产生经济
效益 2.02 亿元。积极开展“湖北精
品”产品质量检测和服务质量评价，指
导改进企业标准、打造质量品牌。

近年来，省质检院入选国家工信
部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以

“用”为导向，扎实推进质量提升行动，
展现助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湖北质
检风采。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汪子轶 通
讯员 杨玉洁 刘书恒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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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湖北质检专家为西藏山南定制染色固色方案

黑色氆氇不掉色了

12月22日，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湖北

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以下简称“省质检院”）的高级工程师巴鑫是4位湖北“先进

工作者”之一。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走近巴鑫，听他讲述在技术援藏期间，为西藏自治区

山南市攻克氆氇纺织品固色难题的故事。

“穿的是氆氇，吃的是糌粑”描
绘了藏族同胞心中的小康生活。

“在拉萨，扎囊县人开的氆氇档
口约有40个。”山南市扎囊县副县
长李小华告诉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扎囊氆氇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以
氆氇制作为代表的民族手工业是当
地农牧民增收的重要渠道。近年
来，当地人意识到，走向产业化，是
扎囊氆氇“出圈”的必由之路。

2023年7月，省质检院高级工
程师、博士巴鑫作为湖北省第十一
批短期援藏专技人才，踏上了去西
藏自治区山南市市场监管局的援助
之路。

一日，和当地市场监管局质量
科科长黎昕闲聊时，他得知藏族群

众喜欢穿黑色氆氇做成的藏袍，但
山南扎囊县等地的氆氇产品色牢度
指标时常达不到标准要求，产品容
易褪色，制约了产业化转型之路。

氆氇为何会掉色？为了找到症
结所在，巴鑫和黎昕第二天就开着
车从山南市出发，抵达扎囊县开展
调研，走访氆氇合作社、销售点以及
染坊。

调研过程中，巴鑫了解到，传统
的手工扎囊氆氇由农牧民们分散在家
染色，对环境有一定影响。近年来，随
着环保理念深入人心，扎囊县开设了
两家取得环保资质的印染企业，农牧
民们织完一卷12—18米长的氆氇，可
以到这两家企业集中印染。

“调研前后进行了7次。”黎昕
告诉记者，那时巴鑫的皮肤被晒得
黑红、衣鞋上常常沾满染料。克服
自然条件和语言不通等难关，巴鑫
和同事们终于摸清了黑色氆氇的掉
色原因——

地理气候原因，山南市地处青
藏高原，水的沸点约88℃，升温不
够，羊毛鳞片状结构未完全打开，染
料不易进入，染色效果不佳；印染企
业生产设备简易，企业缺乏价稳质
优的染料和固色剂进货渠道，工人
们的操作也不太规范，生产模式较
为粗放。

揪出了原因，下一步就得找解决
方案。

面对染色难题，物理学博士巴鑫
拿不出具体的解决方案。通过熟人牵
线，他联系上了纺织印染技术专家、武
汉纺织大学教授蔡映杰。巴鑫和同事
们成了蔡映杰在山南的“眼睛”，为他
的研究传递信息、采集样本。

2023年 12月，巴鑫结束援藏工
作回到湖北，但氆氇固色方案研究项
目仍在继续。武汉纺织大学、省质检
院和山南市市场监管局达成合作，启
动扎囊氆氇质量提升项目。

为了给当地企业减负，本次质量
提升秉持着三大原则——不新建厂
房、不采购大型设备、不增加企业负
担，这就要求湖北团队研制出“轻快好
省灵”的技术方案。

经过一年的反复试验，蔡映杰带着
研究团队对100多个样品做了三百多次
染色实验，联系了多家助剂生产商，团队
在18个实验方案中遴选出最适合的固
色剂，攻克了黑色氆氇印染关键技术。

“通过实验室的筛选试验，我们确
定了黑色染料，这款染料染色性能好，
成本低还环保；筛选出的固色剂，能够
高效提升染料和氆氇的结合力。”蔡映
杰介绍，今年5月8日的实验室检验
结果显示，该方案达到国家标准，可以
进入现场实践环节了。

今年7月初，巴鑫再度启程
前往山南市。

这次他带来了湖北团队为该
市印染企业量身定制的“染色+
固色”全套方案，并且以现场教学
培训的方式将染料选取标准、染
料配方、染色流程、染色质量控制
等技术推广应用至扎囊县氆氇印
染企业。

现场，技术人员手把手地将
固色剂配比、操作步骤、注意事项
传授给扎囊县某氆氇公司员工。

技术人员对使用新技术染色
的氆氇进行了抽样并送检。今年
8月，西藏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和
武汉纺织大学出具的报告均显
示，使用“湖北方案”染色的黑色
氆氇色牢度指标达到了国家标准
要求。

山南市市场监管局局长罗布
次仁表示，下一步该局将继续在
湖北专家的技术支持下，攻坚黑

红、棕色、红色等颜色氆氇的染色
固色方案，完善形成“高原地区氆
氇印染工艺规程”地方标准。

“质量是产品的生命线，谢谢
巴鑫博士帮我们攻克了质量难
题。”李小华说，期待今后扎囊县
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成为名副
其实的“氆氇之乡”。

巴鑫在山南期间帮助山南市
质量工作考核进入西藏自治区前
三，获得湖北省第十一批短期援
藏专技人才“先进工作者”称号。
回到湖北后，他继续在岗位上挥
洒科研热情。今年年初的雨雪冰
冻天气之下，他指导融雪剂科学
生产；开展光热、光电、风电等工
程技术尽职调查，推动多项新能
源标准制定和应用。

荣获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先
进工作者”称号后，巴鑫笑着说，
有机会还想去一趟山南，看看氆
氇印染的新变化。

携手教授
三百多次测试找出固色方案

为企减负
赴藏传授全套印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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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次调研
找出黑色氆氇掉色原因

氆氇（pǔlu）是手工织成的藏毛呢，制作藏装、藏靴、金花帽都离不开它，是藏族百姓日常生活中

的必需品。在素有“氆氇之乡”之称的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扎囊县，一位湖北博士的到来，让当地群众

最爱穿的黑色氆氇不再掉色，当地氆氇产业化道路由此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汪子轶 通讯员 杨玉洁 刘书恒

巴鑫对光伏组件
进行检测。

（受访者供图）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守正创新守正创新 探索行业部门办好职业教育新路径探索行业部门办好职业教育新路径
近日，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湖北建

院”）典型案例被住建部《建设工作简报》专题登载，其创新

实践得到充分肯定与推介。

作为隶属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职业院校，湖北

建院凭借独特的行业办学优势，紧跟国家战略与行业需

求，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深度，深化产教融合、开放共享

基地、拓宽人才培养主战场，开辟了一条极具行业特色的

职业教育发展路径，为住建行业输送了大批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

全链条产教融合 激发行业办学新动能

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高度重视行业人
才培养，印发《绿色建造智能建造品质建造产教
融合共同体实施方案》，联合湖北省教育厅，指
导湖北建院、中建三局、武汉科技大学等单位，
共同发起成立了具有“产学研转创用”功能的绿
色智能品质建造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一举措汇
聚了政、校、企、研等多方力量，推动产业链、教
育链、人才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为行业办学
注入了新的动能。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地位同等重要，为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要
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打通职业人才
培养的‘最后一公里’，培养大批下得去、用得
上、离不开的高技能人才。”湖北建院党委书记
程超胜说。

置身于职业教育改革的战略期、住建行业
转型升级黄金期和学校转型发展的关键期，湖
北建院主动适应时与势的变化，重构人才培养
体系，以“新双高”建设为牵引，以教学改革为
动力，以“五金”（“金专业”“金课”“金师”“金
地”“金教材”）建设为抓手，以校企合作为手
段，以产教融合共同体为载体，建设基地，转化
资源，改革课堂……积极开展供需对接，探索
中国特色学徒制培养，实现“招生即招工、入校
即入职”。

成功入选中泰职教“210工程”，获批招收
国际学生资格，中韩合作办学通过教育厅审批，
大数据技术入围教育部中德先进职业教育项
目，17家泰国学校加入绿色智能品质建造产教
融合共同体，国际合作迈向新阶段。

湖北建院是国家现代学徒制试点院校、
“1+X”证书试点学校。先后组建“一校多企”校
企合作董事会、“多校多企”湖北建设职业教育
集团和“政校行企”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实现
校企合作平台迭代升级。

全方位转型升级 增强行业办学新活力

当前，建筑业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
革，以智能建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正在引领
建筑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技术
技能人才需求越来越紧迫，我们要牢牢把握住
建部门办职业教育这条主线，为湖北先行区建
设和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实用人才”
湖北建院校长董文斌说。

湖北建院“跳出教育看教育，跳出专业看专
业”，做到“行业转型到哪里，专业就办到哪
里”。围绕大力发展建筑行业智能设计、智能生
产、智能施工、智能运维、智能装备，大力推行

“BIM平台上的装配式+机器人”的建造场景，
动态调整专业，优化专业结构，服务湖北住建事
业高质量发展。

由湖北建院与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工程
总承包公司共建的全国首家绿色智能建造新质
生产力实训中心正式启用，面向湖北高校和企
业开放，助力智能建造人才培养。

学校融入以丁烈云院士领衔的国家数字建
造技术创新中心和湖北省智能建造产业联盟为
链创、中建三局为链主、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为链长的智能建造“三链融合”体系；组建智
能建造、绿色建造和品质建造等3个结构化科
研攻关团队，建设建筑工程技术、建筑装饰工程
技术2个省级“双高”专业群，9项科研技术应用
入选住建部《发展智能建造可复制经验做法清
单（第三批）》《一种可调节转角的承插型盘扣式
立杆连接盘》等4项工法获省级QC成果。

将专业建在产业链上。成立湖北首家绿色
智能建造产业学院；与城市运营最具品牌影响
力的平台——SMART平台合作，成立全国首
个城市运营学院；联合行业头部企业，共建“鲁
班学院”“澳华工匠学院”等10余个现代产业
（企业）学院。与湖北工程学院等4所本科高校
联合开展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试点，新增智慧
城市管理技术、工程物流、新型建筑材料技术等
3个专业，组建东方装饰等现代学徒制订单班，
重点打造绿色智能建造技术专业群和“北斗+
智慧城市”应用专业群。

多维度共建共享 拓展行业服务新领域

湖北建院坚持开门办学、开放办学，培育开
放共享金基地，围绕装配式建筑、智能建造、城
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城市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等
关键领域，面向影响大、体量大、技术新的在鄂
在建施工项目（企业生产基地），培育建设34个
产教融合实践基地，让学生能够在校“学其所
用”、在岗“用其所学”。

加速人才流动。产教融合实践基地成为行

业人才流动站，推动了教师驻企业、跟项目、练
技能，同时也吸引了企业技术人员进校园、当导
师、带创业。湖北建院借此机会培育了多个新
领域教师团队和“金教师”，并建成了多个新专
业和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提升了教学质
量和水平。

搭建教研平台。以产教融合实践基地为行
业交流新载体，通过观摩交流、技术攻关、创意
孵化、成果转化等方式，建成了全国市长研修学
院（住房城乡建设部干部学院）现场教学基地、
湖北省城乡遗产保护传承研究中心、无图数字
建造教学基地等教研平台5个。

创办主题赛事。举办“神农架和美乡村民
宿设计大赛”，擦亮民宿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品
牌；举办湖北建筑业职业技能大赛、湖北省园艺
技能竞赛、城管大比武等赛事活动，开展岗位练
兵、提升服务能力。

宽路径匠心育人 服务住建行业新发展

湖北建院主动落实“建设英才”培养计划，为
住建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擦亮红色底色。湖北建院坚持不懈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以

“红色铸建，筑梦先锋”为核心，锻造党建品牌矩
阵，做好“党建+”示范引领文章。获批全国党
建工作样板支部1个、省级“标杆院系”1个、省
级“红旗党支部”3个、省级“双带头人”工作室1
个。冯宁志愿服务工作室连续获20届、21届

“全国青年文明号”荣誉称号等。
深耕多元课堂。湖北建院以锻造更多“下

得去”“干得好”“留得住”的实用型人才为目标，
通过“工地变课堂”“场馆变赛场”“大师变导师”
等方式，实现育训结合、德技兼修、知行合一的
教学目标。今年以来，学校开展了350余次“工
地课堂”教学模式、覆盖万余人次，在全省率先
发布“五金”建设方案。

构建服务闭环。湖北建院联合政府部门、
行业协会（学会）、龙头企业、知名高校等，通过
政策宣贯、资源开放、送教上门、信息推介等“一
揽子”方式，实施人才培养“召回”制，为学生提
供专项技能培训、学历教育提升、再就业帮扶等

“立体化”服务，全面优化毕业生跟踪反馈与社
会评价机制，赋能学生终身职业化发展。

“赛中学、学中赛”，师生在赛事活动中拓视
野、提技能、展风采。2024年世界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共揽获7枚奖牌（1金、3
银、3铜），其中“地理空间信息采集与处理”赛
项斩获金奖（全国总排名第二），创造该赛事历
史最好成绩。

赋能乡村振兴。湖北建院连续10年选派
技术人员驻村，多次获省直驻村工作先进单位、
省派驻村工作先进集体。统筹规划和全面服务
全省建筑行业从业人员培训工作，开展特种作
业人员考核培训、二级建造师继续教育等45项
培训，助力企业项目部开办工地夜校10余场，
培育省级劳模1名、省级技术能手12名。编发
《湖北省乡村振兴建设工匠实用手册》等教材、
承担乡村建设工匠培训项目，为乡村振兴提供
了有力的人才保障。同时，该校还支持帮扶团
风县职教中心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建设等举措，
提升了中职学校育人能力和教学质量。

主动地拥抱时代之变、需求之变，湖北建院
将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建筑业转型升级现实
需求，坚持办学特色，坚持需求导向，坚持破立
并举、先立后破，推进专业向绿色化、智能化、国
际化转型升级，重构人才培养体系，为城市建
设、乡村振兴输送源源不断的“人才活水”。

（撰文：李夏 邹宏萍 刘慧敏 范朋颖）

全国首家绿色智能建造新质生产力实训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