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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概况 

1.1 企业规模 

苏州园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745581129C）位于苏

州市工业园区东延路 58号。公司现有注册资本 12000万元，在职员工 330余人，

是一家具备完善产业链的综合性园林产业国有企业，公司拥有园林古建施工、文

物保护施工一级资质，园林设计甲级资质，古建筑维修保护设计乙级资质，建筑

工程总承包和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三级资质等，构建了一个设计研究院、十五个

分公司为经济考核核算单位的大型旗舰运营模式。 

1.2 行业背景 

公司大力实施走出去的经营战略、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西安、成都、

重庆、内蒙、云南等设立驻外办事机构，承建的项目遍及全国 20 多个省、市、

自治区。在海外造园方面，公司在海外已承建了大小项目 54 个，其中美国洛杉

矶汉廷顿中国园“流芳园”是目前海外最大的苏派园林项目。受国家住建部委托，

参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古建筑修建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业标准—古建筑工职业技能标准”的编制，受江苏省建设厅委托，出版了《苏州

古典园林营造录》《苏州园林营造技艺》等行业专著。公司连续多年获得全国城

市园林绿化行业 50 强和全国古建十强称号，2007-2009 年起连续三年获得“全

国园林绿化行业综合竞争力排名第一”。 

1.3 企业治理 

企业的管理已通过 ISO9001:2000 国际质量体系和 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

体系、GB/T28001:2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公司拥有行业内一流的

专业设计、施工团队，形成了以“园冶设计研究院”“苏州古典园林建筑名师工

作室”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山帮古典园林营造技法实习基地”为

核心的研发体系。确立了“承古融今，营心造境”的核心理念构，树立了“苏州

园林”和“香山非遗”品牌影响力。公司被中国质量协会评为“放心施工企业”，

所承建的项目多次获得中国风景园林学会颁发的“优秀园林古建工程金奖”和“优

秀园林绿化工程金奖”，公司获得江苏省著名商标和江苏省服务业名牌称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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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保持江苏省建筑业最佳企业称号。 

1.4 参与职教条件 

公司拥有全国技术能手 1 人；江苏技术能手 4 人；江苏省企业首席技师 2

人；江苏工匠 3 人；时代工匠 2人；江苏省有突出贡献青年专家 1人；江苏省乡

土人才三带名人 2人；江苏省乡土人才三带能手 6人；江苏省乡土人才三带新秀

11 人；江苏省传统技艺技能大师 2 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 人；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 1人；江苏省大师示范工作室 1个；苏州市大师工作室 2个。与苏州

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企深度合作，先后入选“江苏省首批传统建筑与园林营造技

艺实训基地”（2019 年）、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江苏省首批产教融

合型试点企业”（2020 年）、江苏省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基地（2021 年），

江苏省职业院校“产业教授”2人。 

1.5 企业沿革 

公司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50 年代成立的“苏州古典园林修建队”，

前身为苏州古典园林建筑公司，2003年经改制成为国有控股的现代股份制企业，

是苏州风景园林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核心成员。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

公司逐渐形成了以古典园林营造、文物古建维修、建筑仿古装修、城市景观绿化

和风景园林景观设计为主营的六大业务板块。 

2 企业参与办学 

2.1 参与办学的形式 

从 2014 年开始，面对科技快速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挑战，公司牵头行业

7家龙头企业与学院签订了“江南园林班”订单培养协议，共同研制“一专多能”

人才培养方案，推进校企合作集团化办学。针对“香山帮”传统营造技艺人才面

临后继乏人的危机，2019年学院联合 32家行业企业牵头共建产业学院——“苏

州园林工匠学院”，成立了“张喜平非遗大师工作室”，同时择优遴选出 25 名

学生组建“园林古建菁英班”，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2020 年公司成功入选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江苏省首批产教融合型试点企业”，2022 年入选“江

苏省技艺传承创新平台”和“江苏省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基地”。 



苏州园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年度报告（2021） 

第 3 页 

 

2.2 生源分析 

“园林古建菁英班”学生类型较多，涉及提前招生招收的学生，对口单招招

收的职高生，对口单招注册生，还有普通高考招收的普高生。在长期的教学过程

中，观察发现这些知识基础水平相对低一些的高职学生，他们大多数是因为在基

础教育阶段，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不善于自我管理和高效学习。这些学生

往往需要传帮带，需要正确引导。针对高职生的心理状况，作为行业龙头企业有

责任和义务帮助这批学生树立“人人皆可成才”的思想，通过“行行出状元”等

主题讨论，帮他们增强自信心。 

2.3 取得的成效 

集团子公司苏州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与学校再次合作，设计与建造维护的

“中国竹园”荣获 2022 年荷兰阿尔梅勒世界园艺博览会组委会室外展园铜奖和

最佳体验奖（见图 1、2），这是通过产教融合模式自 1992年起第五次代表中国

赴海外参展并获奖。苏州时代工匠顾水根大师招收 2019 级园林工程技术专业江

文、陈中雨为徒，经过一年多的悉心指导和精心培养，荣获 2022 年江苏省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园艺”赛项二等奖第一名。校企混编团队主持“传艺·存

根·铸魂：江南园林传统营造技艺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入选江苏省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并被推荐到教育部参加评选（见图 3）。“金平果”高职专业群

综合竞争力评价数据排行榜显示，2022 年合作学校园林工程技术专业连续第三

年位列全国分专业类竞争力排行榜第一。公司和学校均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香山帮营造技艺人才培养突出贡献奖”“江苏省风景园林协会第六届理事会先进

集体”（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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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方代表接受 2022 年荷兰世界园艺博览会组委会颁奖——室外展园铜奖 

 
图 2 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评审组成员参观“中国竹园”并给予高度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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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2 年江苏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图 4 江苏省风景园林协会第六届理事会“先进集体” 

3 企业资源投入 

3.1 经费投入 

2021 年公司职工教育经费投入 33.5 万元，占企业工资总额的 0.82%；研发

经费 4643.74 万元，占企业销售收入的 3.11%。 

3.2 人力资源投入 

共有 12位非遗传承人和能工巧匠被推荐到学校，以专业委员会名义参加“双

高计划”专业群建设，被聘为“客座匠师”全程参与“江南园林班”“园林古建

菁英班”人才培养，全年教学课时总数达到 576节，人均授课时数达 48节。 

3.3 物理投入 

公司在苏州工业园区拥有 2.6万平方米的产学研用一体化办公场地，完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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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喜平（瓦作技艺）、孙小青（瓦作技艺）、顾水根（木作技艺）、唐盘根（木

作技艺）、张伟龙（假山技艺）、陈银全（瓦作技艺）等 6位“香山名匠”工作

室。能师生提供园林全产业链挂职锻炼和实习岗位。孙小青、张喜平等大师亲自

指导，在学校园林技术馆负一楼，高标准建设了苏式古建瓦作赛训场，捐赠苏式

砖雕、石雕、瓦当、泥塑工具、苏式牌科和古典书籍达上百件。 

4 参与教育教学 

4.1 专业建设 

本着“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原则，围绕“双高计划”

专业群建设，作为主要参与单位，公司积极参加“传艺·存根·铸魂：江南园林

传统营造技艺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教学成果奖的培育与应用推广，取得

2022年江苏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项。依托“苏州园林工匠学院”，公司选派 6

位非遗传承人与教师一起参加教学能力大赛和科技项目研发，依托江苏省风景园

林协会古建和传统园林专业委员会，共同编制“建筑工（古建筑传统瓦工）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题库评价大纲”和三级古建筑木工、瓦工理论与实操考核题库，已

通过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专家审核，为全省古建工技能人才鉴定起到了

推动作用。“香山帮”营造技艺非遗传承人张喜平指导孟庆磊团队“‘孟’起江

南营匠心”荣获 2022 年江苏省职业院校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见图 5）。2022

年与学校联合成功申报“江苏省技艺传承创新平台”“江苏省职业教育教师企业

实践基地”。 

 
图 5 2022 年江苏省职业院校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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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学生培养 

依托苏州园林工匠学院，6位非遗传承人以客座匠师名义为“江南园林班”

学生开展集中授课。利用五一劳动节开展 “苏州工匠日”活动，在苏州留园、

艺圃、环秀山庄等地，非遗传承人亲自为“园林古建菁英班”学生开讲。先后选

派孙小青等 6位能工巧匠进校园、入课堂，手把手传授“真本事”（见图 6），

通过“现身说法”讲解古典园林营造精彩故事（见图 7），通过“拜师学艺”形

式招收江文、陈中宇、孟庆磊等 6位同学为徒，指导“园艺”“建筑工程识图”

赛项技能训练（见图 8），2022年先后取得江苏省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 2项、职

业院校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1项。 

  
图 6 非遗传承人孙小青给同学讲授瓦作技艺 

 
图 7 非遗传承人张喜平现场讲解香山帮营造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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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非遗传承人指导“园艺”“建筑工程识图”赛项技能训练 

  4.3 师资队伍 

共有 12位非遗传承人和能工巧匠被推荐到学校，以专业委员会名义参加“双

高计划”专业群建设。基于园林设计、生产、施工、养护产业链，对应专业核心

岗位技能，与校内师资整合组建了园林工程技术专业教学创新团队，入选第二批

江苏省级教育教学创新团队。 

5 助推企业发展 

5.1 企业职工队伍建设 

“香山帮”传统营造技艺传承面临着严峻的人才危机，亟待“抢救性保护”，

公司制定了“香山人才培养计划”，投入 1000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香山帮传统建

筑营造技艺人才项目化培养（见图 9）。其中非遗项目瓦作传承人张喜平、薛林

根、孙小青和木作传承人杨根兴共 4 人被评为“省级产业教授”。2021 年非遗

传承人张喜平顺利通过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被授予正高级工程师（见图 10）。

2022年通过了江苏省第五批“产业教授”考核验收，结果“优秀”（见图 11），

并喜获江苏省特级技师称号。 

  
图 9 开展“香山人才培养计划”项目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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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张喜平被评为正高级工程师 

 

图 11 张喜平在江苏省产业教授（高职类）期满考核“优秀” 

5.2 企业研发能力 

依托江苏省风景园林协会古建与传统园林专委会，开展苏州传统园林古建营

造技艺项目与工法研究；依托花博会、绿博会、园博会等平台，开展江南园林传

承与创新造园实践，技术服务合同额超过了 900万元。设计与建造维护的“中国

竹园”荣获 2022 年荷兰阿尔梅勒世界园艺博览会组委会室外展园铜奖和最佳体

验奖，校企混编团队主持“传艺·存根·铸魂：江南园林传统营造技艺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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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创新与实践”入选江苏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5.3 效益提高 

校企合作以来，公司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提升。一方面通过校企合作培

养，学生直接到企业就业，缩短了公司内部员工培训周期，降低了人工培训费用；

另一方面，借助学校在区域内行业、企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扩大了社会知名度，

提高了公司的社会效应。2021年 12月公司与学校双双入选“苏州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分类保护示范基地”。 

6 问题与展望 

6.1 出现的问题 

应对“互联网+”、人工智能、装备式建筑发展需要，现有非遗大师工作室

的仪器设备已不能完全满足产业发展需要。虽然公司古建大师主营的是传统建筑

营造技艺，但新时代少不了科技创新，只要与时俱进才能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要彻底改变这一现状，既需政府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也需要行业企业积极参与、

主动作为，组建校企合作理事会，通过合股、捐赠等方式实现仪器设备的更新换

代。 

6.2 面临的挑战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求，落实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和江苏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推进江苏传统建筑和园林营造技艺传承工程的实施意见》，

江苏省委、省政府也将传统建筑与园林营造技艺列为江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六大

工程之一，抢救性记录与保护传承江苏传统建筑和园林营造技艺，弘扬“香山帮”

工匠精神，活化“香山帮”非遗技艺，推进“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储备与壮

大“香山帮”工匠队伍，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6.3 未来的预期 

（1）加快完善“产业教授”管理办法。健全针对团队建设的授权制度，鼓

励团队行使教学创新自主权、经费与教师资源使用权等。自下而上加强团队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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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定团队规范，建立内部沟通制度、柔性工作制度、阶段性审查制度，以

三年为一考评周期，实行滚动建设。 

（2）继续做好后备非遗传承人培养。应对市场园林古建人才的不足，发挥

苏州园林工匠学院非遗传承人智库支撑，总结和推广“园林古建菁英班”办学经

验，加大实施传承人后继者培养计划，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高超技艺、双创意识

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推广辐射办学成效。 

（3）大力推进“赛证融通”改革。与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江南园

林班”企业学徒培养。对接“园艺（Landscape Garden）”世赛和国赛技术标准

中，砌筑（景墙+花池）、木作、钢板、铺装、水景和种植（垂直绿化）等六大

施工模块，研究探索和实践“X”证书及后续职业技能等级培训考证，融入人才

培养方案、课程标准和教学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