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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老师，我现在是项目经理，年
薪能拿10万多呢。”这个月初，重庆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杨智
勇接到了自己的“得意门生”杨锦宏
的报喜电话。

听说曾经的贫困生如今成长成
材，杨智勇感到很欣慰。

杨锦宏曾就读于该校信息工程
学院软件技术专业2015级实验班，
2017年毕业后顺利签约四川一家科
技公司，上个月末被重庆妙星科技公
司“挖”走，现担任该公司产品经理一
职。

杨锦宏能找到满意的工作，离不
开时杨智勇在该校实行的“类上班
制”人才培养模式。

“高职院校不少学生来自农村贫
困家庭，就业压力大，学生在校学习
时间只有2-3年。如何在有限的时
间内培养出社会需要的人才，确保毕
业生顺利就业，成了摆在杨智勇面前
的难题。

于是，杨智勇带领团队深入用
人单位实地调研，明晰人才需求，寻
求破解软件技术人才培养难题的办
法。

“通过和企业相关负责人交流，
我发现企业普遍青睐‘拿来即用’型
的人才。”杨智勇心想：能不能就按照
企业场景构建学习环境，让学生提前
适应上班的节奏呢？

2013年，杨智勇创新性地在学
院软件技术专业推出了“类上班制”
人才培养模式，开设了“数据服务与
软件开发”实验班。该学院联系了多
家企业建立研发中心或成立分公司，
先后建成城银科技重庆工程职院研

发中心、南华中天重庆工程职院研发
中心和佳博软件研发工作室等10个
中心或工作室。同时学院还为具备
条件的老师成立软件开发工作室，
以前老师们要从市场寻找项目来
做，如今企业入驻学校了，便可直接
在校内接到项目服务企业，校企对
接更加有效。

同时，实验班学生按照企业作息
制度学习、工作，直接参与真实工作
场景下的软件开发。学院对学生实
行企业KPI方式考核，考核结果与学
生奖学金等次和项目研发工资直接
挂钩。

“‘类上班制’让学生在提前适应
工作环境的同时，也得到业内人士

‘一对一’指导，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
工作能力。”杨智勇说。

“类上班制”推出后，该校信息工
程学院软件技术专业毕业生就业对
口率达到95%以上，较之前提高了
20%，其中还有4位毕业生进入中科
院科研团队工作。学生进入企业后
的适岗能力大幅提升，企业对学生的
满意度超过90%，学校社会声誉也
随之提升，软件技术专业录取分数比

“类上班制”人才培养模式实施前高
出200多分。

2019年11月，杨智勇担任重庆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并将

“类上班制”人才培养模式推广到全
校，学校在各个专业开设“卓越班”，
推动产教深度融合。

“‘类上班制’人才培养模式极大
地提高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培养了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帮助学
生找到满意的工作。”杨智勇说。

杨智勇：

推出“类上班制”
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

重庆日报见习记者 张凌漪

4月8日，重庆师范大学光电功能
材料重点实验室里，实验室主任余鹏
正在辅导学生为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做准备。他专注地看着学生，回答他
们在实验中提出的问题。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擅长领域，我
会尽量因材施教，引导他们做出自己
的成果。”余鹏说。

初次见面，这位应用物理学领域
的专家便给人留下了和蔼可亲的印
象。

余鹏出生于陕西，是一名“80
后”。他本科毕业于重庆大学应用物
理系，之后攻读博士学位，毕业于中
科院物理研究所，现担任重庆师范大
学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从事非晶态物理、先进金属材
料、复合材料的制备与力学、磁性能
的研究工作。他主持的科研项目有
20余项，其中有国家级项目4项；发
表SCI检索论文80余篇；获得国家
发明专利11项。

自2003年起，余鹏及其团队就
开始着手研究非晶态合金（金属玻
璃）和非晶态功能材料的制备、合
成、物理性能及其运用，并瞄准了当
时力学性能最为优异的铜锆基非晶
态合金体系。

十多年来，余鹏始终专注于自己
的研究领域。为了将铜锆基非晶态
合金体系一探究竟，他几乎扎根在实
验室。

实验过程总是充满曲折。多元铜
锆基非晶态合金的合成并非一蹴而
就，余鹏和他的团队经历了无数次的
推到重来，一步一步将难题“剥茧抽
丝”。在不断的失败与坚持中，通过物
理模型的构建和反复的实验探索，团

队终于研发出二元、三元和四元铜锆
基非晶态合金体系。

“和最开始做科研时遇到瓶颈的
状态相比，如今我对此已习以为常，
甚至还有点‘小兴奋’。”余鹏说，科
研是为了探索与创造，几乎每一步
都有困难，实验中遇到越反常的事
物就越有可能发现新现象，这会让
我觉得很有挑战性。“这是一个艰苦
的过程，但我们在这过程中既学习了
新的知识，也带来了新的应用，就是
值得的。”

辛苦耕耘，终有收获。据介绍，余
鹏及其团队研发的这类新型合金拥有
优异的力学性能，成本更为低廉，玻璃
形成能力优异，成为研究非晶态结构
的模型材料。

此外，近年来，在余鹏及其团队的
不懈努力下，他们还成功研发出具有
两相结构的非晶态复合材料，这种新
型复合材料在磁制冷工质领域中有较
大应用潜力。

“非晶态合金（金属玻璃）材料的
强度是其对应的传统金属材料的十
倍以上，目前主要应用在精密仪器、
体育器材、医疗器械、电力设备等领
域。这些用金属玻璃材料加工而成的
器具，具有高强度、高耐磨性、高耐腐
蚀性、使用寿命长等特点。”余鹏表
示，将自身的科研探索、学术发展与国
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结合，是自
己身为一名党员和一名科技工作者的
责任。他表示，今后团队的科研目标
是进一步研究非晶态合金材料，并将
其应用于能源转换领域。同时，他将
努力研发出更多能为人类社会所用
的新材料，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余鹏：

科研结合实际
让金属玻璃有更广应用

重庆科技报记者 张涵韵

余鹏在实验室工作。 受访者供图

杨智勇在课堂上指导学生。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