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所高职院校入选
国家“双高计划”建设单
位，数量位居全国第六；建
成国家级示范高职学校3
所、国家级骨干高职学校
3所、国家级优质高职学
校5所。

内涵建设稳步推进

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总成绩和金牌总数
连续13年保持全国前列，
我市还被教育部确定为德
国企业和院校在中国举办
职业教育试点地区之一。

技能大赛成绩卓越

过去5年来，我市累
计向社会输送毕业生超过
110万人，职业院校年均
培训人数达245万人次。
初次就业率达到 92%以
上，用人单位满意度保持
在90%以上。

人才质量显著提升

说高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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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大赛新突破 大有作为新时代
重庆代表队（高职组）在今年国赛中获一等奖13个、二等奖19个、三等奖25个

62个赛项获奖57项
创造历史最好成绩

“比赛充满挑战，我学到
了很多新的知识，扩充了技
术视野。”获得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矿井灾害应急救援
技术赛项一等奖的重庆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余春江
说，以后会在学习的道路上
继续前进，做一个对社会有
用的人。

赛项已经结束了，但是
比赛中学生们奋勇拼搏的场
景还历历在目。

2021年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于5月20日至7月
21日举办，共有来自全国32
个地区 2930 支队伍、6572
名选手和4690名指导老师
参加了中、高职组的102个
项目的比赛。我市代表队由
市内19所高职院校师生组
成，参加高职组全部62个赛
项，获奖57项，创造历史最
好成绩。

站在我国最高的职业技
能竞技舞台上，数千名能工
巧匠用汗水和智慧诠释了

“技能有多高，人生的舞台就
有多大”。重庆参赛选手化

身“技术达人”，成为技艺精
湛的“重庆工匠”，在此印下
奋斗的足迹，收获闪耀的荣
誉。

“在今年的全国职业技
能大赛比赛中，我们实现了
新的突破。”市教委相关负责
人强调，比赛呈现出诸多令
人欣喜的特点。

获奖比例大幅提升。在
我市参加的101个赛项中，
有92个赛项获奖，获奖率达
91%，其中一等奖22个、二
等奖 31 个、三等奖 39 个。
19所高职院校组队参赛全
部 获 奖 ，院 校 获 奖 面 为
100%，同比去年增加8.4%。

部分学校也表现出突出
的成绩，在485所获奖高职
学校中，重庆工程职业学院
获得一等奖4项，一等奖获
奖数并列全国第一。重庆工
业职业学院共获得10个奖
项，获奖总数并列全国第一。

重庆代表队交出的这份
出色答卷，打造了叫得响的
重庆品牌，凝聚着看得见的
重庆力量。

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是国家职业教育最
高规格的竞技场和试金石，赛出了职业教育
实力，展现出职业教育文化。

在2021年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中，重庆
代表队一等奖和奖牌总数均位列全国第四，
取得了自大赛设立以来最好成绩。其中高
职组获一等奖13个、二等奖19个、三等奖
25个，获奖总数57项，获奖率达91.9%。

重庆代表队交出的这份出色答卷，充分
展示了近年来我市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稳步
推进大赛各项工作、不断推动提升学生技能
水平、培育工匠精神、促进职业教育专业建
设和教学改革所取得的改革实践成果。

比赛虽然划上了句号，但技能人才的培
养任重道远。我市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职业教
育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支撑力和
贡献度，奋力谱写重庆高质量发展、高品质
生活新篇章。

全方位发力
托举起重庆职教高度

“与往年相比，今年安排
的赛项是最多的一年。”市教
委相关负责人强调，今年的
大赛也体现了世界职业技能
大赛还原真实情景、体现完
整任务、考查综合能力、突出
应变能力、强化环保安全意
识等理念，延长了比赛时间、
增加了比赛难度。

一边是难度升级的挑
战，一边是历史新高的优异
成绩——重庆职教为什么
能？

加强统筹布置，市教委
高度重视，全面落实《国家职
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和《职
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
（2020-2023 年）》，将技能
大赛、“1+X”证书制度试点
等与日常教学有机结合，推
动学校专业、课程建设和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

成立竞赛领导小组，对
比赛进行了周密策划和精心
部署，不断完善国赛、省赛、
校赛三级竞赛实施体系，在
全市范围内选拔优秀学生参
加国赛。今年，重庆市高职
全市设置比赛项目70个，高
职学校参加市级技能大赛参
与学生达到3814人次、教师

2727人次，评选一等奖176
个、二等奖 338 个、三等奖
509个。

完善比赛机制，对照教
育部赛事规程规定，召开技
能大赛征求意见座谈会，优
化赛项设置和申报制度，逐
步推动完善相关管理文件，
积极处理相关赛项投诉和申
诉，不断提升办赛能力水
平。适应竞赛改革。结合国
赛改革试点赛新形势下提出
的新要求，积极组织专家研
究最新赛事规则及相关政
策，做好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参赛和承办工作。重庆
三峡医专、重庆工商职业学
院分别获批承办中药传统技
能、大数据技术与应用国赛
赛项。

此外，市教委还会同市
财政局，专列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资金，为参赛学校和选
手提供经费支持，对大赛获
奖学生在职业资格证书、升
学、就业等方面予以政策倾
斜，对优秀指导教师、骨干教
师培养、学科带头人、职称评
定等方面予以倾斜，充分调
动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参赛
积极性和竞争力。

提质培优不停步
在大有可为的时代大有作为

从追赶到跨越再到引领，重庆职教蹄疾步
稳，一路向前。

10所高职院校入选国家“双高计划”建设单
位，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建成国家级示范高职学
校3所、国家级骨干高职学校3所、国家级优质
高职学校5所；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总
成绩和金牌总数连续13年保持全国前列……

还有很多行动也走在了全国前列。例如在
全国率先建立覆盖中高职、公民办的生均经费
拨款制度，高职生均经费拨款超出国家标准水
平；再如在全国率先按照专业大类实施职业教
育质量监测；又如“园校互动”办学模式被列为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重点项目。
职业教育的发展，凝聚着全市各级党委和

政府的合力。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

市领导多次进学校深入调研、谋划部署，高位推
动职业教育发展。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会议
研究解决职业教育发展重大问题，市人大常态
化开展职业教育执法检查，市政协多方努力营
造职业教育良好发展环境，市级有关部门、各区
县全力抓好协同配合，形成“党委主导、政府主
抓、人大监督、政协建言、企业参与、社会关心”
的多方联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

我市先后出台了《重庆市深化职业教育改
革实施方案》《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产教融
合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全市财政性职业
教育投入连续8年保持5%的增速，为职业教育
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我
市多管齐下，综合发力，用更大力度推动职业教
育更高质量发展。

实行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改造传统专业、拓
展新兴专业、打造品牌专业，近3年新增云计算、
工业机器人、现代服务业等582个专业点，全市
职业院校专业对接支柱产业率达到86%以上。

深入实施“3+4”“五年制”“3+2”分段培养
人才试点，积极参与“1+X”证书制度试点，同时
抓实“三全育人”，深化“三教”改革，构建起了家
校企协同和德智体美劳全面育人体系。职业院
校年均培训人数达245万人次，初次就业率达
到92%以上，用人单位满意度保持在90%以上。

一项项改革举措掷地有声，一个个具体任
务认真完成。值得一提的是，在服务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中，我市积极推进职教资源共
建共享，签订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发
展框架协议，两地已成立职教联盟9个，协同建
设职业教育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渝西川南产
教融合发展试验区。

道由白云尽，春与青溪长。时代越是向前，
教育的力量就越发凸显。

站在“十四五”的新征程中，我市将全面落
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重庆市深化
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学习宣传贯彻全国职
业教育大会精神和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以立
德树人为根本，以“双高”“双优”建设为引领，以
提质培优为主线，增强职业教育对重庆经济社
会发展的适应性、支撑力和贡献度，奋力谱写新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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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赛荣誉

选手心
比赛让我见识到了更广阔的天地，让我知

道了学无止境，让我明白了团队协作的重要。
以后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地学习知识，提升自
己的能力，活到老学到老。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2021 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虚拟现实（VR）设计与制作
赛项一等奖获得者 赵纪鑫

整个比赛过程充满挑战，赛题考查的知识
点不但很广且深入，使我“被动”学习到很多新
颖有趣的知识，拓宽了技术视野。通过比赛学
习到的知识也有助于我对行业不同领域的认知
和未来职业进行规划。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2021 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网络系统管理赛项一等奖获
得者 刘星鑫

起初面对上台展示非常紧张，我就每天在
空教室练习，老师也会在一旁指导。临到赛场，
紧张早已被自信覆盖。通过比赛，我收获的不
仅仅是知识，还有共同奋进的斗志。未来我也
会更加努力，向更高目标迈进。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2021 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货运代理比赛一等奖
获得者 陈霜

高职组“餐厅服务”赛项比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