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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质量文化建设是高职院校提升办学水平、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抓手。文章通
过梳理当前高职院校质量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挖掘质量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提出“精神引领、
氛围营造、多元协作、资源供给、行为驱动、制度保障”的高职院校质量文化建设路径，并以陕
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详细论述了该路径的实践应用及建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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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的转型升级，迫切需要数以千万计的技术技能人才和数以

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职业教育正是承担培养大批技术人才的“摇篮”和重要阵地。在职业教育大发展

的新时代，高职院校应当抓住机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断提升办学水平

和育人质量，尤其要重视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这就需要从强化学校质量文化建设入手，结合学校办

学实际，通过构建符合学校定位和特色的质量文化育人体系，提升师生全员质量意识，全面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人才支撑。

一、高职院校质量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高职院校质量文化是全体师生员工在质量意识和质量价值观上的共同体现和价值追求，对全体师生

员工能形成一种内在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是顺利实现“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的前提与关

键。对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学校办学质量和增强核心竞争力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 高职院校开展质量文化建设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保障。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

的教育类型，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就是为行业企业培养具有工匠精神的一线应用人才。因此，高职

院校开展质量文化建设，有助于学生质量意识的养成，增强其对质量文化的认同和执行，从而将质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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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融入技术技能的学习和实践中，牢固树立起敬业守信、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引领学生明确努力的方

向，不断锤炼技能，勇做祖国建设的生力军。

2. 高职院校开展质量文化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关键抓手。高校的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高

职院校开展质量文化建设，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际，紧扣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充分发挥质量文化在丰富和完善学生质量品格，提升以质量意识为内核

的综合素质养成的作用，为学生播种下为质量奠基、为祖国奋斗的梦想。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新时代新使

命新责任，将质量文化深深烙刻在个人心田，用关心质量、追求质量的信念，投身于实现中国梦的伟大

实践中。

3. 高职院校开展质量文化建设是教师提升专业能力实现自我价值的内在需求。质量文化首先是一种

品质追求、信念追求。对学生的质量意识培养，离不开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

仁爱之心的“四有”教师队伍作为支撑。高职学生生源普遍存在的动手能力强、理论知识学习能力较弱

的特征，因此更需要高职教师队伍能够精准施策，将质量文化教育融入学生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的培养

当中，这对高职教师提升自我专业能力，完善个人质量意识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挑战。通过学校质量文化

的建设，引导教师关注质量、围绕质量、融入质量，对教师的成长和职业发展将起到助推器的作用，也

将有效助推教师自我质量意识的不断提高。

4.  高职院校开展质量文化建设是实现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支撑。当前，我国正在从制造业大国

向制造业强国迈进，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发展。开展学校质量文化建设，既是高职院校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现实需要，也是学校实现可持续发展、服务国家战略发展的内生动力。在近年高职

持续扩招的国家政策保障下，要确保高职学生实现人人皆可成才、人人都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高职院

校要瞄准国家需要、社会需要和人本需要，以质量文化构建推动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以强化学生质量意

识、质量行为来培育就业的核心竞争力，让大批拥有一技之长、崇尚质量文化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

型高职人才从高职院校中涌现出来，带动“中国制造”走向“优质制造”“精品制造”，实现高职院校

的可持续发展。

二、高职院校质量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相较于普通高等院校，高职院校大多由以往的中职院校升格或是多所学校合并组建而来，发展历史较

短，校园文化建设普遍存在底蕴不足、积淀不够等情况。质量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一个重要类型，高职

院校对它的研究普遍不充分，在质量文化建设中普遍存在诸如载体与途径不完备，方式方法较为欠缺等

问题。具体而言，高职院校质量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  对学校自身质量文化的内涵挖掘不充分，宣传不到位，师生质量意识共同体尚未形成。一流的

大学文化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对师生的价值观塑造和精神熏陶起着重要的浸润作用。葛树强

（2010）认为，高职院校质量文化的建设，重在形成高职院校自身独特的质量价值体系，包括形成自身

独特的办学理念，人才培养的质量方针、质量价值观、质量目标、教风、学风、工作作风和道德风貌。 [1]
 

质量文化有着独特的文化特质，对于高职院校而言，如果不能有效的凝练自身的办学理念和质量文化内

涵，就无法凝聚起师生共同的质量价值追求，进而影响到师生主体意识的构建，削弱了质量文化在高职

校园以文化人的功能。

2. 质量文化建设的载体不完备，方式方法不丰富，影响校园质量文化氛围的营造。大学校园作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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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习和工作的主要场所，其文化氛围的建设，对于增强师生质量意识，养成质量行为有着重要的塑造

功能。特别是高职院校以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师生开展社会实践、职业认知实习和岗位实

习等有着多元化场域的特征，决定了高职院校必须立足自身实际，探寻符合高职特点的质量文化建设载

体。洪惠敏（2019）认为，强调实践性是高职院校质量文化的基本特征。高职院校在质量文化建设中要

突出实践文化，自觉地将各行各业在生产实际中的岗位需求、人才标准、职业素养、科研精神等方面的

元素渗透到教学、科研和校园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去。[2]

3. 质量文化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的机制不健全，如何检验质量文化的育人成效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总

结。文化育人的最大特征在于持久性，需要长期的积淀和塑造。张永元（2020）认为，高职院校应在校

园文化中大力倡导工匠精神来丰富质量文化。[3] 高职院校要重视用好校企合作平台、校友资源平台，对照

行业企业对人才综合素养的需求，将质量文化培育融入到学生成长全程。要按照“三全育人”的要求，

实行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推进质量文化建设，增强质量文化在育人中的辐射度和覆盖面，同时也要加

强对质量文化育人成效评价方法的研究与总结。

4. 质量文化建设的资源不够丰富，与时代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契合度还有待加强。周士敏（2020）

认为，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搭建起质量文化宣传教育平台，助力质量文化成为“人人参与”的自觉行

动。[4] 当前，我国互联网技术蓬勃发展，全媒体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如何有效用好新媒体、新平台、新

技术，促进质量文化的网络化培育，还亟需思考和实践。特别是如何利用好学校官方微信公众号、易班

平台、微博平台以及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推进质量文化育人的内容创新、方法创新、理念创新，

需要高职院校认真研究，探索总结，形成符合学校自身需求的育人资源库，让质量文化真正扎根校园，

萦绕校园，带动师生质量行为的自觉形成。

5. 质量文化建设的内生动力不足，主体意识构建还需进一步加强。大学文化的建设，离不开全体师

生员工的共同参与。詹丽峰（2019）认为，质量文化形成的标志是全员、全程质量管理的“参与性”与

“自觉性”，即“人人性”，需要促使师生由认知出发，最终达到认同。 [5]  因此，高职院校在质量文化

建设过程中，要唤起师生质量文化建设的内生动力，想方设法消除“质量文化建设与己无关”或是“质

量文化看不见摸不着，没什么用”的错误观念，要善于总结质量文化建设的成效案例，用事实说话，凝

聚起师生的质量文化建设主体意识，使其迸发出创建质量文化的内生动力和热情，达成协同育人、共建

共享的统一信念基础和目标方向。

6. 质量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尚不充分，顶层设计的理念还需进一步强化。高职院校质量文化建设的

落地，离不开合理有效的顶层设计，这其中，领导重视是关键，制度保障是基础。周应中（2020）分析

认为，目前高职院校普遍存在对质量文化的理论研究不足，且少有制订专门的质量文化培育的规划或方

案，质量文化培育缺乏系统性、全面性、长远性。[6] 因此，高职院校要加强党委对学校质量文化建设的统

一指挥和部署，开展好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梳理完善，确保质量理念融入其中，质量要求有据可依，质

量规范有章可循。

三、高职院校质量文化建设路径分析

基于以上存在的问题，高职院校加强质量文化建设，关键在于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通过挖

掘质量文化内涵和外延，可围绕“精神引领、氛围营造、多元协作、资源供给、行为驱动、制度保障”

的路径进行建设，实现质量文化建设与育人目标相统一，与高职特色相贯通，与行业发展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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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凝练质量文化精神理念，塑造师生质量意识共同体。高职院校质量文化的构建，关键在于凝练

形成具有学校自身属性的质量精神层面的核心文化理念，并以此来引领带动全体师生质量意识共同体的

形成。学校要从办学历史、人才培养特质、学生就业企业中挖掘质量精神内涵，在师生中开展大讨论，

形成学校的质量方针、质量理念，构建起质量文化体系，通过开展宣传、教育，使质量意识能够深深根

植在师生心中，引导师生能够自觉践行质量文化，将质量为上、精益求精的精神贯穿于工作和学习全 

过程。

2.  打造质量文化特色展示载体，培育师生质量精神品格。高职院校要紧紧围绕自身办学特色，统

筹规划校园环境及景观设计，让一墙一物都能体现质量文化内涵。在学校校史校情展览馆、行业文化博

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等的建设中，将体现学校质量特色的元素融入其中，使之成为师生接受质量文化

教育熏陶的重要阵地。同时要结合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时空转换的特征，分阶段、分地点打造质量文化传

承载体，形成浓郁的质量文化氛围。例如，在学生开展社会实践、认识实习、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过程

中，以及在教师下企业锻炼、开展技术服务、带学生专业实习过程中，融入质量文化要素，让师生在岗

位一线体验、感知、思考质量文化内涵，培养师生个体质量意识、质量行为，铸牢师生质量观念。

3. 构建质量文化评价多元协作机制，增强师生质量行为获得感和满足感。高职院校开展质量文化建

设目的在于服务教师发展和学生成长。对教师而言，要在教学能力提升、职称评审考核等方面融入质量

观，激发教师追求质量的内生动力。对学生而言，要建立政企校生四级质量文化育人成效评估机制，多

方协作，共同发力，确保育人质量有效保证。一是通过走访地方政府、行业企业，调研了解毕业生工作

实绩，查找人才培养存在不足，检视质量文化建设短板。二是通过家访、毕业生回访等方式，倾听学生

职场发展困惑，了解家长对学生工作环境、成长空间的意见建议，改进人才培养方案。三是通过建立企

业参与学生培养的机制，校企协同育人，将质量文化理念落到实处。

4.  创新质量文化宣传内容手段，满足师生质量文化滋养需求。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为高职院校做

好质量文化理念的宣传教育带来了机遇。学校要从建设宣传平台、构建宣传矩阵、打造宣传资源库等方

面着手，丰富、改进、完善质量文化宣传手段和内容，以优质作品、走心宣传赢得师生对质量文化的认

同。一是发挥新媒体宣传优势，建设好学校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平台，二是建立校、院及职

能部门微矩阵，多方联动，形成合力，增强质量文化宣传的覆盖面。三是打造具有学校特色、师生关注

度高的质量文化宣传资源库，例如优秀校友事迹及师生业绩展播、学校发展成就展示等内容，激发师生

参与质量文化建设的热情，增强师生追求质量、崇尚质量的自觉性。

5. 建设质量文化品牌项目，唤醒师生质量行为自觉动力。高职院校质量文化的建设，需要师生的全

员参与。学校可依据师生角色的不同、岗位的不同分类施策，为师生培育质量精神，参与质量文化建设

提供舞台。例如，对教师群体按照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类别，对学生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要求，分别设立质量文化建设品牌项目，引导师生在工作岗位和学习岗位中追赶超越，践行质量

精神。此外，学校可依托各类国家、省市级行业各类竞赛平台，树立质量先锋人物标杆，让师生学有榜

样，行有坐标，营造人人追求质量、人人关心质量的良好质量文化氛围。

6. 完善质量文化制度建设，助力学校质量文化体系全面形成。良好的制度体系，能够有效的规范师

生质量行为，促进质量文化的生成和延续，确保质量文化育人方向明晰精准。高职院校要结合时代的发

展和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并修订各项教育教学及管理制度。同时，每年在学校党政工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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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中明确质量文化建设的具体要求和建设指标，从上到下逐层推进和落实。要建立起学校宣传部门牵头

抓总、各部门、各二级学院协同配合实施的质量文化实施机制，建设规范有序、切合实际、执行有力的

规章制度，促进师生质量行为的养成。

四、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质量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一）质量文化建设的实践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因铁路而生，倚铁路而长，办学近50年来，积淀了较为深厚的铁路文化

底蕴。学校立足自身办学定位，深入挖掘学校质量精神积淀和质量文化底蕴，融通校企质量文化，彰显

铁路特色品牌，将“质量为本 品质为先 匠心永存 创新无限”的质量文化内核渗透到人才培养各个环节

中，形成了“人人为质量负责  事事为质量奠基”的质量方针。引领教师、学生及管理人员自发形成质量

主体意识，将质量要求和品质追求、创新驱动内化为师生的自觉行为和终极目标，“质量”基因牢牢根

植于师生内心。构建起具有学校特色的现代质量文化体系，为学生的成长成才和教师的职业发展，学校

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改进提升，营造了浓郁的质量文化氛围。

1. 构筑质量精神文化高地，凝聚师生质量共识。

学校突出顶层设计，在质量文化建设中持续深入推进精神立校，着力凝练具有铁路特色的办学理念、

质量目标，塑造师生质量品格，引领学生成人成才，满足企业人才素养需求。确立了“质量立校、人才

兴校、专业强校、特色名校”的办学方针，形成了突出质量内涵和铁路特色的大学精神理念体系，即：

“德修身、技立业”的校训，“博爱、诚信、和谐、创新”的校风，“吃苦奉献、拼搏争先”的学校精

神，“严肃、严谨、严要求”的“三严”教风和“勤学、勤练、勤思考”的“三勤”学风。

总结提炼了新时期铁路精神、青藏铁路精神、巴山精神、测绘精神、铁成精神、工匠精神“六大精

神”中的质量精神内涵，融入学校质量精神文化体系中，将铁路行业企业、大国工匠质量文化融入学校

质量文化中，用质量精神武装师生头脑，使全体师生增强质量意识，自觉树立起以质量求生存、求发展

的共同信念，打造出具有铁路特色的质量精神文化品牌。

2. 建设“铁色”校园环境，“物化”质量文化内涵。

为将质量文化内涵转化为具体的“文化符号”融入校园环境之中，学校在校园环境建设中，充分吸纳

铁路质量文化元素，着力打造“以物保质”的质量物质文化氛围，努力将校园的一标一识、一景一物、

一墙一壁都打造成为质量文化的宣传阵地。如校园内主干道均以铁路专家、铁路干线来命名。火车头、

架桥机、盾构机、高铁隧道等各类设施点缀其间，使学生不出校门，就能感受到具有浓厚铁路特色的办

学理念、价值追求、工作作风和精神风貌等有形质量文化元素，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得到教育和熏

陶,为学生矢志成为铁路工匠提供了鲜活的文化滋养。

学校积极推行铁路行业文化、企业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创新创业文化、历史文化进

校园进课堂，建成了凸显质量内涵的“九廊三馆三广场”，即企业文化长廊、优秀毕业生风采长廊、铁

路文化长廊、青藏铁路精神长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长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廊、民族文化长廊、

革命文化长廊、百科知识长廊，窦铁成事迹展览馆、中国铁路发展史馆、校史校情展览馆、巴山精神文

化广场、铁成文化广场、高铁文化广场，形成了“以物保质”的质量物质文化氛围，突出反映了学校铁

路特色办学理念、价值追求、工作作风和精神风貌等有形质量文化因素，构建了彰显学校特有的质量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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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品位、优良传统和价值观念的质量物质文化环境。

3. 发挥校企“双主体”作用，构建质量文化育人长效机制。

学校围绕学生校内校外成长成才的全链条，将教师评价、企业评价融入人才培养评价机制中，双轮驱

动，确保质量文化建设取得成效。牵头组建了国家示范性铁路建筑职业教育集团，与300余家企业开展校

企合作，邀请企业专家、优秀校友定期来校做职场发展报告，帮助学生全面了解岗位特征，树立职业发

展的质量意识。建立企业人员、校内教师互兼互聘机制，充分发挥其在校内课堂、实习场地的协同育人

作用。学校领导、各二级学院负责人定期到企业走访调研，了解学生岗位工作情况，查找问题，及时修

订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4. 建设育人特色“资源库”，创新质量文化宣传方法手段。

学校充分利用新媒体新技术，打造质量文化育人新阵地、构建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的质量文化育人“资

源库”，实现宣传教育的入脑入心。学校从2014年起，着力打造具有铁路特色的校园官微平台，开设了“出

彩铁院人”“铁院名师”等栏目，定期展示优秀毕业生职场故事，优秀教师成长历程，受到了学生的广泛关

注。官微粉丝数目前已达5.5万人。以铁路工匠为原型，开发确立了“铁小匠”网络虚拟人物形象，引导学生

在校争当铁小匠，走上工作岗位争做铁路工匠人才，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开通了学校抖音平台，拍摄制作

反映毕业生在岗位建功立业的视频短片，激励在校学生树立职场自信，明确个人发展目标。

5. 实施师生“质量工程”，塑造质量行为文化品牌。

学校在师生中创新开展系列“质量工程”项目，全方位、立体式推进教师、管理人员、学生等群体的

质量行为文化建设，引导师生员工在行为方式上将质量价值观落实到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在各项实践

中时时处处体现质量理念。

以教学名师、师德标兵、教坛新秀评选为抓手，引领全院教师提升教学质量，营造良好的教学育人氛

围。以岗位先锋评选为抓手，引导广大管理人员树立质量意识，在岗位上建功立业。涌现出了全国优秀

教师张福荣、“三秦工匠”叱培洲等一批优秀教学名师，培养造就出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教师队伍。

通过开展“五类十佳”青春榜样、“文明学生”“技能标兵”评选，举办质量文化节、科技作品节、

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育人，培养一批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学生勇于创新实践，勤于学习钻研，在各类技能竞赛、文

体活动中均取得佳绩，获得全国大学生“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铜奖，陕西省金奖，连续多年在测绘国

赛中摘得一等奖。形成了规范达标、保质创优的质量行为文化氛围。

6. 加强质量制度文化建设，完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

学校以《章程》为统领，强化其在制度建设中的中心地位，以“一章八制”为依据，加强质量制度文

化建设。按照制度建设、制度学习、制度执行和健全完善四个阶段，循环改进不断提升，完善了现代大

学制度体系，为规范师生行为、提升教育质量提供制度保障。

在制度内容建设中，紧扣实现学校、专业、课程、教师与学生等各层面的质量目标为出发点，着力构

建校企产教融合四级对接、专业人才培养规格符合岗位任职标准、课程内容衔接铁路职业标准、实训室

（基地）管理全面引入企业6S管理标准、教师企业实践锻炼融入技术服务、社会培训，学生日常教育坚

持半军事化管理等为主要内容的铁路特色现代质量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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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内容制定中，突出开放性、民主性、公开性，通过邀请教师、学生参与教学管理各项制度的

制定，充分体现师生成员共同的质量管理理念，确保其成为师生共同认可并严格遵守的质量行为准则。

落实党务、校务公开制度，领导接待日、领导信箱、领导联系系部制度，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教学委

员会、专业委员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作用。在全院师生中广泛深入开展学校《章程》及涵盖党

建、思政、教育教学、科研、干部、人事和分配、后勤保障等内容的各项制度学习活动，强化师生制度

意识，以制度规范师生行为，以制度服务学生成才，服务教师成长，服务学校发展，形成对师生质量行

为产生约束性影响的制度文化。

（二）质量文化建设的成效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大力开展质量文化建设，推动了各方面工作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学校

先后荣获教育部人才培养水平评估优秀、国家示范骨干校、教育部创新行动计划等，率先通过教育部教

学诊改复核，质量文化建设受到专家组的充分认可。改制升格仅16年，学校就成为国家优质校、中国特

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

通过质量文化的建设，促进了师生全面发展。教师获全国教学竞赛奖24项，涌现出了全国优秀教

师、行业教学名师、省级教学名师20余人。近年来，学生在技能大赛、双创大赛、“挑战杯”等国赛和

省赛中成绩丰硕，其中荣获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铜奖2项，全国测量技能大赛一等奖8

项、全国高铁精测精调技能大赛团体冠军。毕业生成为铁路工程企业的首选、铁路运营企业的必选。6万

余名毕业生遍布在铁路建设管理一线，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先后涌现出了全国铁路技能竞赛

冠军张戈亮，省级劳模唐昭平，挑战生命极限贯通“川藏第一险、全线鬼门关”雀儿山隧道的项目经理

王刘勋等。8年，7人入选陕西省大学生建功立业先进事迹报告团。

五、结语

质量文化是高职院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和灵魂，培育富有办学内涵的质量文化，对于学校提升

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培养行业产业一线急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高职

院校要大力加强学校质量文化的培育，从质量物质文化、质量制度文化、质量行为文化和质量精神文化

等四个层面开展建设，通过质量文化体系的建构，发挥文化的导向、凝聚、激励、约束、辐射功能，形

成人人关心质量、人人重视质量、人人追求质量、时时处处体现质量的文化氛围，打造出符合自身特色

的现代质量文化品牌，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做出高职院校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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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ositioning and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Journals
LI Min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The university journal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an important 

window for universities to display their academic strength,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academic exchanges, an 

important garden for cultivating new academics, an important banner for leading academic atmosphere and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serving the society.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Journal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we must emphasize 

"four adherences", namely: adhere to the ideological nature of the University journals, adhere to the unity of 

science and democracy, adhere to the unity of the pursuit of running journals and academic norms, and adhere 

to strongly supporting university journals.

Key words: university journals; important role; four persis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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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 of Quality Cultur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New Era

ZHANG Yupeng, JIANG Dongliang

(Shaanxi Railway Institute, Weinan, Shaanxi  714099,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quality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running schools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technical talents. By comb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quality cultur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quality culture are explored, and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quality cultur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proposed, which includes "spiritual guidance, atmosphere building, multi-dimensional cooperation, resource 

supply, behavior driven and system guarantee". Taking Shaanxi Railway Institute as an example,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is path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effect.

Key words: quality culture;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strengthen mor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people;cultur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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