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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组织泰国留学生利用虚拟仿真设备学习 摄/彭露娇

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

发挥国企办学优势 培养现代交通人才
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的成

立，源自于行业发展对人才的需
求。

2010年前后，重庆交通行业
发展方兴未艾，尤其是轨道交通
一、二、三、六号线全面开工建设，
而轨道交通每新增一公里，就需
要配备大约45名产业工人。

当年，交通运输人才的紧缺，
不仅仅体现在轨道交通上。全市
的公交站台每年也在不断增加，
而每一个公交站台也至少得按照
1:1.6的比例配备工作人员。再
加上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飞速发
展，对高级技术人才和产业服务

人才有了大量需求。
“与其去外面招人，不如我们

自己培养人。”为适应重庆及西南
地区城轨和高铁快速发展对高素
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紧迫需求，
市属国有重点企业——重庆交通
开投集团整合了下属公交、轨道、
铁路、枢纽等41家子企业要素资
源，于2010年在全市首开先河地
由国企全资举办了重庆公共运输
职业学院。

国企办学，最大的优势就是
资源。

重庆交通开投集团明确将学
校确立为企业“人才供给、技术创

新、职工培训”三大服务中心。一
方面，按照校企融合运行管理方
案，学校学术、专业、教学、教材等
各类委员会成员按校企成员1:1
配置，实现集团内部580人双岗
互聘。另一方面，学校与重庆轨
道集团、重庆铁路集团、重庆公交
集团、重庆长客轨道车辆公司、重
庆枢纽集团、重庆轨道设计院等
知名企业，共同组建西南轨道交
通职教集团、现代产业学院、高水
平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等联合实
体，聚焦交通强国建设，联合培养
急需人才。

“如今，每年还没毕业，就有

超八成学生被企业提前‘预订’，
有些一年前就被‘抢订’，有时候
甚至出现企业向学校要人，学校
基本无人可派的地步。”学校就业
指导中心主任陈香介绍，近年来，
学校先后与重庆市内、贵阳、成都
等地的70余家轨道、铁路、汽车
生产等企业开展深度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

从2011年开始第一届招生
到现在，整整12年的时间，学校2
万余名毕业生已经成功地进入重
庆、西南乃至全国大型交通及相
关企业，毕业生就业率持续保持
在98%以上。

■精准对接人才需求 市属国企首开先河办高职院校

“学校成立之初，办学体量小，在行
业属于菜鸟起步的级别。”重庆公共运
输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彭超清楚地记得，
2011年9月开学，首届报到注册学生
只有541人，仅开设了城市交通运输、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等6个专业，学校资
产规模当时只有1.5亿元。

经过10余年发展，今天的重庆公
共运输职业学院已设置有轨道交通学
院、智慧交通学院、铁道与建筑学院、智
能装备学院、运输贸易学院、公共管理
学院6个二级学院，开设专业38个，其
中，轨道、铁道类专业（方向）26个，建
成教育部认定的国家级重点专业2个、
生产实训基地1个，市级骨干专业3
个、专业教学资源库3个、市级“双基
地”2个，承担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
建设项目3个，获批在建市级高水平产
教融合型虚拟仿真示范实训基地2个，
获批1+X证书制度试点项目15个。
作为重庆市唯一由市属国有重点企业
全资举办的高职学校，唯一以城市轨道
交通、铁道交通、智慧交通为主体的交
通运输类高职学校，唯一由重庆市政府
确立实施“铁路就业脱贫”项目的高职
学校，重庆市教委、国资委、交通局重点
支持的交通运输类高职学校，学校现有
资产规模近9亿元，在校生规模突破1
万人。

2021年，学校被认定为重庆市优
质高等职业学校，并被遴选为重庆市高
水平高职学校立项培育单位，成为我市
唯一一所获批立项轨道、铁道类高水平
专业群建设项目的高水平高职学校；学
校申报的《创新基于“六融合”的校企命
运共同体，提升育人质量的路径研究与
实践》，获得重庆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这也是学校获得的第二个重庆市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成为高职类院校办学的
新标杆；同年，学校获批重庆市国际化
特色项目，实现了国际合作跨越式发
展，构建了具有国企办学特色的开放办
学格局。2022年底，学校成为全市首
批5家重庆工匠学院之一，并被挂牌命
名为“重庆交通工匠学院”。

“如果说13年前建校之初我们还
是‘跟跑’的水平，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

‘并跑’的位置。”举办方代表，重庆交通
开投集团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主任、学
校董事长张东旭表示，下一步，学校将
发挥国企办学优势，锚定高质量发展这
一个总目标，聚焦职教改革、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新
要求，着力打造中高职一体化新名片。
同时，坚持职业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
举、并重、并实施的“两轮驱动”发展战
略，不断丰富内涵建设、深化校企合作，
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国企办学典范、交
通工匠摇篮。

当前，学校上下正按照党的二十大
报告关于“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
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
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
位”的部署要求，根据学校“十四五”发
展规划、“双高计划”建设方案和提质培
优行动计划，瞄准到2025年将学校建
成具有鲜明国企办职教特色、国内一
流、国际知名的交通运输类高职学校，
成为重庆及西南地区城市轨道交通、铁
道交通、智慧交通行业复合型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的目标，踔厉奋
发、勇毅前行，为建成在交通运输行业
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本科层次职业高等
学校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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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除署名外由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提供

■从“跟跑”到“并跑”
努力建成国企办学典范、交通工匠摇篮

6年1000多人，来自泰国、缅甸、柬埔寨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部门政府官员、交通企业高管及技术人员、职业院校师生，纷纷慕名
来到位于中国西部（重庆）科学城江津园区的一所高职学校学习。

这所学校，就是由重庆交通开投集团于2010年全资举办的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
近年来，为服务“一带一路”倡议，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坚持“走出去”面向国际开放办学的道路，吸引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员前来

学习城轨交通、铁道交通、智能公共交通等行业最新技术和管理知识。
建校10余年，学校已培养全日制毕业生2万余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1000余人，毕业生60%以上入职交通行业企业和大型国有企

业，为重庆及西南地区交通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前不久，2022泰国高铁技术
培训班30名学员通过“留学重庆
智慧学习平台”，接受完由重庆公
共运输职业学院专职教师进行的
为期3个月的铁路物流技术相关
专业培训，收到了西南轨道职教
集团向他们颁发的结业证书。而
这也是自2017年以来，学校举办
的第5个泰国高铁技术培训班。

为什么选择把人员送到重庆
的高职学校来学习高铁技术？泰
国是最早尝到甜头的“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早在2018年7月举行的第十
一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首
届留学生技能竞赛上，重庆公共
运输职业学院组织3名泰国留学
生参加并荣获一等奖。泰国教育
部职业教育委员会官员现场考察

并确定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为
“泰国铁道交通专业留学生培养
基地”，泰国23所院校与学校签
署合作协议，确定联合培训高铁
技术技能人才的合作方向。

一所由国企举办的高职类院
校，如何从地方走向全国，进而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交通人
才？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给出
的答案是：坚持“走出去”，实施开
放式办学。

“运输职院作为国企办学，
通过发挥国企办学特色优势、打
造交通领域留学品牌，是紧盯国
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重大战
略需求顺势而为的战略抉择。”
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党委书
记彭超说，一方面，我国的城轨
交通、铁道交通、智能公共交通

等交通行业优质产能及标准、文
化需要“走出去”；另一方面，“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交通行业
技术技能人才需要向走在前列
的中国取经。

为打造“一带一路”国家交通
运输领域人才培养“留学重庆”特
色品牌，从2017年开始，学校先
后举办缅甸仰光省公共交通高级
管理研修班、5届泰国高铁技术培
训班、2届泰国教师培训班、2个
教育部教育援外项目、国际教育
合作项目，连续6年获批重庆市
外国留学生市长奖学金丝路项
目，已经为缅甸、泰国、柬埔寨等
国家培养技术技能人才1000余
人。

如今，学校不仅是“中国-东
盟轨道交通教育培训联盟”发起

高校、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合会
成员，还是中泰职业教育联盟副
理事长单位、中柬职教联盟理事
单位、中非（重庆）职教联盟理事
单位、西南轨道交通职业教育集
团理事长单位、中国轨道交通职
业教育集团理事单位、中国职教
学会轨道交通专业委员会理事单
位、重庆市职业教育学会常务理
事单位、重庆（国际）单轨协会理
事单位、重庆高职教育国际合作
联盟理事单位。

通过项目化管理、订单式教
学、共享式互认，重庆运输职院把
探索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新模式作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交通
行业尤其是高铁技术技能人才的
重要支撑紧抓不放，面向国际开
放办学的路子越走越开阔。

■“走出去”开放式办学“一带一路”国家学员纷至沓来学技术

“你们的轨道运营与管理专
业这些年怎么招生人数越来越
少，这个专业不是很火爆吗？”今
年春季开学后，一位兄弟院校的
校领导问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
分管招生就业工作的副校长刘
畅。

的确如此。该专业最火的时
候每年招收上千名学生，到现在
每年只招收400余人。

“因为专业里面有‘管理’二
字，很多学生和家长看到下意识
会觉得这是一个好专业，所以招
生是不愁的。但是我们考虑更多

的是就业的问题。”刘畅说，经过
学校的调研发现，轨道运营与管
理专业毕业后，学生大多从事站
务、票务、调度等工作，实际上，这
些岗位已经“供大于求”，学生就
业并不乐观。

“作为全市唯一一所以城市
轨道交通、铁道交通、智慧交通为
主体专业的交通运输类高职学
校，专业设置上我们不跟风，更看
重的是以就业为导向，在这个基
础上做专业的加法和减法。”学校
发展规划与对外合作处负责人彭
文华介绍，学校每年都会邀请第

三方机构对专业设置、就业情况
进行评估，根据结果再进行动态
调整。

近年来，为了适应交通强国、
交通强市建设需求，围绕数字化、
信息化、智能化转型，学校先后撤
销汽车营销与服务、产品艺术设
计等与产业对接不够紧密的专
业，归并一批内容交叉重叠的专
业，新增“智慧交通”“大数据技术
应用”“物联网应用技术”“智慧物
流管理”“工业机器人技术”“智能
产品设计”“建筑智能化工程技
术”等专业。

“校名中‘公共’一词，以后也
大有文章可做。”刘畅表示，学校
目前已构建起城市轨道车辆、铁
道信号2个“龙头专业”，开设与
轨道、铁道产业链对口专业 26
个，70%的专业与交通行业有关，
但是在公共服务与管理、商贸方
面也进行了布局。如新增了“社
区管理与服务”等社会急需新兴
专业，“聚焦一老一小的养老服
务、学前教育等行业，也是学校将
打造的另一类特色专业集群。”刘
畅说。

■以就业为导向 专业设置不跟风

学校获得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现代电气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赛项一等奖

学校组织学生到重庆轨道集团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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