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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欧集团泵业有限公司校企合作企业年报

1.企业概况

1.1 企业简介

利欧泵业是利欧股份（证券代码 002131）核心板块，创立于 1995

年，是可信赖的智慧流体合作伙伴。品牌足迹己遍布 160 个国家及地

区，服务全球 5 亿用户。

利欧泵业致力于把智慧用水体验汇入每个行业、每个群体、每个

家庭，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随时随地享受高品质用水生活。“智慧流

动，共生美好”，利欧泵业聚焦实体经济，布局建筑及二供、市政及

农林、水利、电力、石化、家用、园林及 OEM 业务八大领域，以科技

创新为全球用户定制个性化泵与系统解决方案，助力政府和企业客户

实现绿色转型，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秉承“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创共荣”的使命，着力打造世界一流

的泵与系统。凭借技术创新实力，利欧泵业荣获“ 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禹）奖”等奖项，多次上榜中国制造

业 500 强，并在世界杯、冬奥会、一带一路、南水北调等国内外大型

项目上尽献利欧力量。

1.2 企业文化

利欧的愿景：构建智慧流动的美好世界

利欧的使命：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创共荣

利欧的主张：智慧流动 共生美好

利欧的价值观：德勤立事 共赢致远



利欧泵业的品牌定位：可信赖的智慧流体合作伙伴

1.3 企业发展历程

1995-2001 年是利欧的奠基之年。1995 年，公司前身温岭市新科

水泵研究所成立，主要提供技术服务；1998 年，公司产品获得第一

张国际认证证书；2001 年，台州利欧电气有限公司成立。

2001-2007 年是利欧的迸发之年，也是快速发展的 6年，利欧的

销售额从几千万规模快速发展到近十亿。并在 2007 年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板上市。

2007-2013 年是利欧的升级之年，利欧收购了国内 3家有名的工

业泵公司，形成民用泵和工业泵两大产业群，成为全国产品线最全的

水泵生产企业。2013 年更名为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2019 年是利欧的转型之年，利欧收购了多家网络、广告及

影视公司，形成“机械制造业+数字传播”双业务平台产业发展格局。

2019-2025 年是利欧的奋进之年，在 19 年的时候调整发展战略

规划，同时也明确了五年战略目标，不忘初心，在不断做精、做强的

基础上，再做大，奋进新征程。23年，利欧进行了品牌战略升级。

2.企业资源投入情况

2.1 有形资源投入情况

2.1.1 财务资源投入情况

每年 1.7 万奖学金。

2.1.2 实物资源投入情况

捐赠教学设备价值 32万元。



2.2 人力资源投入情况

派 13名企业专业人士参与课程开发和课题研究。

3.企业专项支持情况

（一）构建现代产业学院组织。

共同成立产业学院建设领导组，负责利欧泵业产业学院建设及运

营的整体决策，统筹协调校企双方的各项工作。成立产业学院组织机

构，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有关法规，遵循职教规

律和学院办学理念，高质高效管院治院。成立专业工作组，根据产业

两化融合发展趋势，积极研究专业升级的思路和路径，科学研制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标准，切实加强专业建设，推进校企深度融合。

（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坚持以“校企共同发展，塑造专业品牌，推动学生就业，追求校



企生三方满意”为指导思想，恪守“服务企业、校企互利、优势互补、

统一管理、沟通互动”的基本原则，校企双方开设了订单班——“利

欧班”，探索构建了“养路人”人才培养模式，全力保障校企生三方

出路更加坦荡光明。

（三）开展教育教学创新。

依托学院偏关水利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将学生教育教学放在企业

进行，教学内容基于企业实际需求调整，教学过程围绕企业真实岗位

开展，教学评价以“是否胜任”为导向，全面实现生产与教学一体化，

全力提升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1 培训师资力量

校企开展教学交流 5 次，3 名教师赴企业开展学习交流，3 名企

业专业人士到校交流宣讲。



3.2 开放实习岗位

100 个。

3.3 共建实训基地

实训基地 4 个：辽宁大连、湖南湘潭、浙江温岭、山西忻州（偏

关）。

3.4 科研合作转化

山西省万家寨引黄入晋工程是一项世界级难度的大型跨流域调

水工程，工程位于山西省西北部，自黄河中上游的万家寨水库取水，

分别向太原、大同和朔州三个能源基地供水，是从根本上解决太原、

朔州、大同及沿线区域水资源短缺的重大战略工程，被誉为山西省的

生命工程，引黄工程为太原、大同和朔州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强力水支撑，为改善汾河、桑干河、永定河水生态环境作出了积极贡

献。然而，万家寨引黄工程大型在日常运行中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



问题，如水泵在维修上标准化不理想，运行安全可靠率提升不明显，

维修成本普遍高。为此，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作为省内唯一一所水

利特色高职院校，利欧集团泵业有限公司作为水泵与系统解决方案提

供商，与万家寨引黄集团偏关分公司、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强强联合，

共同构建了大泵标准化维修中心，切实为解决企业现实生产问题提供

可行方案，助力校企合作共赢，共促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5 学术合作研究

（一）大泵标准化维修理论沉淀线。项目核心，在实践中进行课

题研究、课程编制和人员培训，并形成标准化课件和大泵标准化维修

操作手册、维修保养案例库，及行业或国家标准等理论资料，进一步

为大泵维修提供标准化指导。

（二）大泵标准化维修技术优化线。项目核心，在实际应用场景

中不断提升运维能力，包括万家寨大修场景下的大泵检修诊断、标准

化维修保养等，以及利欧的大泵维修技术交流；

（三）后续可扩展的维修场景应用线。项目发展，为未来的维修

场景提供应用基础，并不断根据实际应用场景迭代优化操作手册和完

善维修服务，确保大泵标准化维修中心能够适应不同的维修需求。



目前，校企多方已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制定了 3 年执行规划，共

同组建了执行团队，明确了责任分工，该项技术服务正在有序推进。

4.企业参与“五金”建设情况

4.1 专业建设

双方共同成立了产业学院建设领导组，负责利欧泵业产业学院建

设及运营的整体决策，统筹协调校企双方的各项工作。成立了产业学

院组织机构，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有关法规，遵

循职教规律和学院办学理念，高质高效管院治院。成立了专业工作组，

根据产业两化融合发展趋势，积极研究专业升级的思路和路径，科学

研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标准，切实加强专业建设，推进校企深

度融合。针对专业课程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已开展 5 次，已确定校

企合作班课程体系。

4.2 课程建设

根据企业需求和产业发展趋势，新增智能焊接技术专业，对机电

一体化专业部分班级进行定向课程设置，构造符合水泵产业链的专业

链。同时，与企业合作开发课程，引入行业前沿技术和实践经验，确



保课程内容与产业发展同步。结合企业行业需求，调整专业课程体系，

开设涵盖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且符合行业需求的专业课

程，提升学生实用技能。同时，课程还可以引入企业真实案例和项目，

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提升综合能力。

4.3 教材建设

初步形成专业教材 7门。

4.4 师资建设

结合教师轮训制度，常态化选派、教师赴企实践锻炼。同时，积

极引进企业高管、技术专家、一线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共同打造

了一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专业技能的师资队伍。此外，还围绕企业

生产难题，鼓励教师参与技术创新和技术研发，搭建起攻关团队，全

面提升教师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校企开展教学交流 5 次，3 名教师

赴企业开展学习交流，3名企业专业人士到校交流宣讲。

4.5 基地建设

校企共建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机会，全力提升学

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实训基地也可开展开展技能鉴定、

员工培训等服务。校企双方合作共建实训基地 4个——辽宁大连、湖

南湘潭、浙江温岭、山西忻州（偏关），实训场所面积达 50000 ㎡，

实训教具设备总价值达 2000 万元，校企开展教学交流 5 次，形成专

业教材 7 门，学生赴基地开展实训达 2300 余人次。



5.存在问题与挑战

校企合作区域跨度大，在面对面交流、学生校企轮换学习上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目前，已制定定期交流制度，围绕“重点事项线下谈，

常规工作线上谈”原则，开展常态化交流，推动校企合作稳步推进；

围绕双方实际情况，在校企两地分别建立实训基地，全面满足学生学

习实训轮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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