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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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3

年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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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余人，是一家具备完善产业链的综合性园林产业国有企业，公司及其

下属子公司拥有园林古建施工一级、文物保护工程施工一级和风景园林设计甲级

资质（见图 1）。建筑工程总承包和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三级资质，建筑装饰工

程专业二级资质等。公司内设财务部、工程管理部（安全监察部）、生产经营部、

市场部等 11个职能部门和 13个分公司。公司的成员企业包括苏州园林设计院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香山古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苏州古典园林建筑有限公司（全

资）、江苏绿冶苗木科技有限公司（全资）、苏州上林园艺有限公司等。 

 

图 1  苏州园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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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行业背景 

公司为中国园林行业的龙头企业和江南园林的杰出代表，主营业务有：园林

景观设计、古典园林营造、景观绿化施工、文物古迹保护修缮、建筑仿古装修、

室内装饰装修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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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

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古建实习基地”等为核心的研发体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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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0个省、市、自治区和特别行

政区及北美、欧洲、日韩、东南亚和南非。业务范围以从长三角地区扩大到了云、

贵、川、渝、桂、藏等西南偏远地区和内蒙、陕西、新疆等中西部地区。在海外

造园方面，公司在海外已承建了大小项目 50余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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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古建筑修建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古建筑工职业技能标准》和《江苏

省仿古建筑园林工程定额》的制定，出版了《苏州古典园林营造录》、《苏州园

林营造技艺》、《海外苏州园林》等行业专著。获得了 6项国家发明专利、75

项实用新型专利。 

1.3 企业治理 

企业的管理已通过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ISO14001:2015 环境

管理体系认证、GB/T45001-2020/ISO45001:2018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被中国质量协会评为“放心施工企业”，获得“江苏省著名商标”“江苏省

服务业名牌”称号，始终保持“江苏省建筑业最佳企业”称号。被中国建筑业协

会古建筑与园林施工分会评定为“全国古建筑施工企业 10强”，获得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被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授予“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示范基地”称号。被苏州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评定为“2022年度苏州

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见图 2），被苏州市总工会授予“苏州市五一劳动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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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22年度苏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荣誉证书 

公司的经典传世之作，获中国建筑业最高奖“鲁班奖”和“詹天佑奖”，多

次获中国风景园林学会颁发的“优秀园林古建工程奖”和“优秀园林绿化工程奖”

金奖，获中国建筑业协会“全国建筑业优秀企业”称号。 

1.4 参与职教条件 

公司拥有园林、古建、绿化全系列职称及各工种技师名师占员工总数的 80%，

拥有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多名，江苏技术能手 5人；江苏省

企业首席技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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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江苏省乡

土人才三带新秀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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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设立了木作、水作、泥塑、油漆、假山等

多个大师工作室和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实训基地。江苏省乡土人才大师示范

工作室 1个，江苏省乡土人才大师工作室 1个，苏州市大师工作室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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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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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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 2023年与南京林业大学、苏州农业职

业技术学院共同牵头成立了“全国园林绿化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见图 3）。 

 

图 3  与学校共同成立“全国园林绿化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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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绿化施工、文物古迹保护修缮、建筑仿古

装修、室内装饰装修等为主营的业务板块。 

2 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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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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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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名学生组建“园林古建菁英班”，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同时响应《国家职业教

育改革实施方案》校企双方正在推行“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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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职业教育技艺传承创新平台”和“江苏省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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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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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混编团队主持“传艺·存根·铸魂：江南园林传统营造技

艺人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成果获 2023 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成果奖二等奖（见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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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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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校企团队成果获 2023 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成果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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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时代工匠顾水根大师招收 2020 级园林工程技术专业张炎、施晌全为徒，

经过一年多的悉心指导和精心培养，荣获 202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园林景观设计与施工比赛一等奖、2023 年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园艺比

赛一等奖，张炎、施晌全团队作品《爱·巢》获 2023花园大会暨第二届中国造

园技能与创作大赛（高职组）金奖。通过现代学徒制和订单培养，2023年度学

生积极参与各类技能大赛，在一带-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中，

罗坤、蒋程思、杨继宇、周天扬荣获首届园艺施工虚拟仿真赛一等奖，罗坤、王

梓荣获园林景观设计虚拟仿真赛一等奖；第五届全国职业院校林草技能大赛（高

职组）中，牛润慷、汤芙婷获园林景观设计比赛二等奖，李洪娇获林草病虫害识

别与防治技术比赛三等奖（见图 6）。 

 

图 6  学生获得相关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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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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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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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公司职工教育经费投入 34.5万元，占企业工资总额的 0.87%；研发

经费 2749 元，占企业销售收入的 3.33%。 

3.2 人力资源投入 

共有 12位非遗传承人和能工巧匠（张喜平、顾水根、张伟龙、顾俊岗、唐

盘根、徐吉凡、冯留荣、钟来方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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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指导兴趣班师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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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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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俊岗（油漆技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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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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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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参与教育教学改革 

4.1 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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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山非遗直播开课、学生开展集中授课。香山人才计划木作首席技师徐吉凡和学

徒吴创健在线上开展木作直播，共同传承香山非遗文化和精神（见图 8）。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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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通过“现身说法”讲解、参与古典园

林营造精彩故事（见图 10、图 11、图 12），通过“拜师学艺”形式招收张炎、

施垧全、孟庆磊等 6位同学为徒，指导“园艺”、“园林景观设计与施工”等赛

项技能训练，2023 年先后取得江苏省微课比赛一等奖 1项、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一等奖 1项、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 1项。 

 

图 8  香山人才计划木作首席技师徐吉凡和学徒吴创健在线上开展木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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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非遗传承人孙小青给同学讲授瓦作技艺 

 

 

图 10  非遗传承人木作大师徐吉凡、漆艺大师顾俊岗、水作大师 

分别指导鲁班锁拼装、彩绘画、花街铺地的技艺流程 

 

 

图 11  “香山非遗传习课堂—东山雕花楼古建讲解”研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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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香山帮大师张伟龙、张喜平分别带领学徒赴苏州古典园林修复假山石、花街铺地,

助力苏州世遗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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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营造技艺人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成果获 2023 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成果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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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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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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工考评入选江苏省 2023 年技能人才评价技术资源快

速响应重点开发项目，校企共同组织传统古建筑工、古建木工职业技能等级鉴定

（见图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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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第八

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鲁浩博团队“小叶铺大路—

—用红茶拓宽茶农致富路”获江苏省第九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红

旅赛道二等奖（见图 14）。工程项目“天平山景墙提升项目”和“苏州市主城

区干将路、三香路、馨泓路等重要区域绿化和景观提升试验段工程”双双获苏州

市“园林杯”优质工程奖（见图 15）。“虎丘湿地工业姑苏片区（一期）新建

区景观绿化工程一标段”项目荣获 2022 年度苏州市海绵城市建设示范项目（见

图 16）。与学校联合成功申报“江苏省职业教育技艺传承创新平台”、“江苏

省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基地”。 

图 13  校企共同组织传统古建筑工、古建木工职业技能等级鉴定 

 

图 14  学生获双创比赛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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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工程项目获苏州市“园林杯”优质工程奖 

 



苏州园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报告（2023 年度） 

 

 
第 14 页 

 

图 16  工程项目获 2022年度苏州市海绵城市建设示范项目 

 

4.3 课程建设 

建立“园林古建菁英班”“江南园林文化与造园技艺传承创新”教学资源库

课程教学，校企联合制订现代学徒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和课程标准，遴选苏

州园林非遗技艺，开发了国际可借鉴的造园课程体系。目前已组织张喜平、顾水

根、顾阿虎、郑可俊、陈湧等针对师生开展园林古建瓦工、古建木工、古建模型

等课程的教学。按照初级、中级、高级培养阶段要求，融入古建木工、古建瓦工

等模块化课程和大师技艺传承课程。 

4.4 实训基地建设 

校企合作推进基地建设，加快合作推进智慧筑园虚拟仿真基地、世赛标准实

训基地建设。校企联合完成了专业虚拟仿真实训中心、公共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虚拟仿真体验中心等 3大中心建设，搭建了虚拟仿真实训教学管理及资源共享平

台。校企共同开发完成江苏园园林项目、园林古建仿真系统、园林假山设计、园

林工程施工实训、园林智慧养护系统、沉浸式园林及造园工艺展示等虚拟仿真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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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8项。接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发展中心虚拟仿真基地建设专家组调研，

被高度认可。在相城科技园综合赛训基地完成了 60 个标准工位池初步建设。入

选姑苏区园林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主要开展园林绿化工、花卉园艺工、园

林设计制图员、插花员等工种培训。完善了瓦作技艺、木作技艺、假山技艺、油

漆技艺等“香山名匠”工作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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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17），联合打造的“木作、水作、油漆、假山实训基地”

成为苏州工匠实训基地（见图 18）。大力打造香山帮创痛建筑营造技艺人才培

养平台，培养具有精湛专业技艺、具备自主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匠人。 

 

图 17  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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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联合打造苏州工匠实训基地 

4.5 教材建设 

校企合作更好地了解行业需求，并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

人才。通过与企业的深度合作，有效地整合校企教学资源，引入企业最新技术，

教材内容更贴近实际工作。经过申报和“十三五”国规教材复核，《 AutoCAD

辅助园林景观设计》、《园林建筑设计（高职本）》、《园林工程监理》、《园

林植物保护技术》等 4部教材入选国家“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园

林工程预决算》被国家直接认定教材建设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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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国家级职

业教育教师创新团队立项 1项（见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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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联合教学团队获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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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助推企业发展 

5.1 企业职工队伍建设 

公司为发挥优势、提升实效，给企业职工提供培训平台，高度重视职工技能

培养，组队参加苏州市“吴地工匠”职业技能竞赛暨 2022年园林绿化行业绿化

工（花镜制作）技能竞赛，公司获优秀组织奖（见图 20），用实际行动擦亮“苏

州园林”和“香山非遗”两块金字招牌，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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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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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非遗传承人张喜平获江苏省第五批

“产业教授”考核验收，结果“优秀”，并喜获江苏省特级技师称号（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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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获“吴地工匠”职业技能竞赛优秀组织奖 

 

 

 

图 21  张喜平获江苏省特级技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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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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体

系的创新与实践”成果获 2023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成果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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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秉持“承古融今，营心造境”的企业精神，始终以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中心，实现学校、企业与员工共同发展，建立新时代香山帮

技艺传承体系，培养新时代香山人才培养计划，孙一鸣作为公司“香山人才计划”

的一名香山帮水作学徒，吃苦耐劳、勤学苦练，2023年获苏州市“吴地工匠”

职业技能系列竞赛活动——苏州市第三届“香山杯”古建营造职业技能大赛一等

奖，公司喜获苏州市五一劳动奖状，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宋全春与

孙一鸣获评苏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见图 22）。 

图 22  公司获苏州市五一劳动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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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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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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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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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加大教育和研究经费的投入。保证教育和研究经费的完善，提高成果

的质量和数量，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