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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重庆市经贸中等专业学校（以下简称“重庆经贸中专”）牵
头组建的“重庆市农业与农村发展职业教育集团”被认定为“重庆市
第三批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标志着学校在改革创新之路上实现
了新突破。

内强素质，外塑形象。重庆经贸中等职业学校坚持队伍建设夯
实办学基础，坚持服务“三农”诠释职教担当，谱写出新时代职教发
展的新篇章，向着建设“具有鲜明特色和示范带动效应的职业教育
集团”奋楫笃行。

提升关键办学能力
以教师发展促进学校发展

重庆市首席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
人、重庆英才·技术技能领军人才、黄炎
培杰出教师、参加全国茶行业相关比赛
获特等奖……来到重庆经贸中专工作多
年，陈应会一步一个脚印，实现了职业生
涯的理想，也见证了学校以教师发展促
进学校内涵发展。

以谢怀德、蒋能、陈应会为代表的国
家级、市级技能大师，撑起了学校高质量
发展的脊梁。

学校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确立了“以教师的发展来促进学校的发
展，以学校的发展来促进学生的发展，以
学生的发展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理
念，始终牵住师资队伍建设这个“牛鼻
子”，以“四有”好老师为标准，以技能大
赛为引领，以课堂教学为支撑，以创新团
队建设为抓手，建设一支素质过硬的教
师队伍。

通过实施党员名师培养、学历提升、
名师引领、专业带头人、创新团队带动

“五项工程”，构筑大师带徒、名师引领、
国培提升、企业实践、校培闯关、国际交
流、学术促动、职业考证、项目历练、技能
比武“十大平台”，全面提高教师的师德
践行能力、专业教学能力、综合育人能力
和自主发展能力。

在学校“以教师发展促进学校发展”
的理念推动下，全体教师通过3年为一
周期的职业生涯规划推动个人的发展，
以个人的发展来推动学校事业的发展。

为更有效助推教师专业成长，重庆
经贸中专双线并行，为广大教师队伍搭
建起成长平台。一方面，学校与企业结
成培养对子，依托企业先进的行业资源，
培养学校教师理论和实践能力；另一方
面，学校充分发挥校级、市级、国家级三
级师资培训的重要作用，最大程度促使
教师积极参加各级各类培训，不断提升
综合素养。

近3年，学校教师参加教学能力大
赛、班主任能力大赛获多个国家级、市级
奖项；立项国家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1
项；新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2个；学
校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1项，市级奖4
项，其中特等奖1项；入选重庆英才·技
术技能领军人才3人；校企合作开发教
材17本，公开出版教材经省级推荐申报
十四五国家规划教材5本；获首届全国
优秀教材奖1项；获评全国首届涉农职
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名课名师”资助项
目。

赓续服务“三农”初心
多措并举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公布，明确
强调“坚持不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
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以及“大力发展面
向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

乡村要振兴，人才必先行。10年
前，重庆经贸中专牵头组建全市仅有的
一家农民工培训集团——重庆市春晖农
民工培训集团，开启了学校服务“三农”
的创新实践。

10年来，集团以“职普融通、产教融
合、科教融汇”为抓手，逐步发展壮大为
涵盖政府部门、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协
会、合作社、大中专院校等144家合作单
位的社会培训联合体，升格为重庆市农
业与农村发展职业教育集团并获认定

“重庆市第三批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
“不论组织形式、规模如何变化，集

团服务‘三农’的初心始终未变。”重庆经
贸中专党委书记、校长何仁聘说。

近年来，学校不断深化体制机制创
新，搭建培训网络、创新培训理念，探索
总结了“政、社、校、企、村”五方联动和

“对象是农民，基地建农村，课程重农技，
课堂在农田，成果进农家”五环惠农新型
职业农民培训有效模式，成为我市农业
与农村人才培养一面亮眼旗帜。

面向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发展，重
庆经贸中专在平台、资源方面开展了大
量实践。

学校按照“产教融合、场景观摩、实
际操作”要求，通过流转农村土地400
亩，在永川区来苏镇的生态农业产业园
建成一个汇集“种、养、加”一体和“农、
科、教”相结合的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园，
同时也是国家级科技特派员创业培训基
地。

近年来，学校相继牵头建成渝东农
民培训基地、中药材仙草示范推广基地、
重庆市级农作物综合试验示范基地等，
开展教学实训、培训创业、科技推广、信
息服务、资源共享等，满足了生产和教
学、科研、培训等多元化需求。整合集团
资源，校社合作构建了覆盖全市30个区
县、20余个产业和职业工种的“四级”培
训网络体系，形成120个教学示范点。

数据统计，10年来，集团累计培训
农村各类技术技能人才2万余人，其中
获得中级及以上职业技能证书5213人，
通过培训转移到集团内企业就业8500
余人，指导创业1230人；通过实施“龙头
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发展模
式，有效促进了永川秀芽、黔江土家渣海
椒、彭水“苗妹香香”有机大米、“黔中道”
紫苏、涪陵榨菜、丰都“红友王”红心柚、
酉阳五倍子等区县主导农业产业优化，
有力推动了特色效益农业产业发展和农
旅一体化协同发展。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重庆经贸中专
牵头的“重庆市农业与农村发展职业教
育集团”也迎来新的发展目标。

向着建设具有鲜明特色和示范带动
效应的职业教育集团目标，学校将围绕

“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
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统筹中职教育、高职
教育、继续教育等各类优质资源，积极构
建满足乡村振兴需要的人才培养终身教
育体系。

何霜 姚兰 覃燕
图片由重庆经贸中专提供

重庆经贸中专在酉阳开展培训，中国农科院杨子祥教授（右二）现场讲解五倍子蚜虫培育人工挂虫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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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培根铸魂
塑造立德树人新生态

“校风是引领办学方向的精神内核，
学风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和育人资源，
它们与学校办学质量和学生终身发展密
切相关。”重庆工商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刘
友林说。

近年来，重庆工商学校提炼“厚德砺
能、乐业创新”的校风，“崇文尚技、明理笃
行”的学风，以文化建设、质量提升、环境
优化等为主要途径，推动文明和谐校园建
设。

凝练精华，推进文化建设更具特色。
学校形成了以黄炎培职教文化为根本，以
抗战文化为补充，以工匠文化为主导的

“琢信”文化，建成“琢信”步道、“一训三
风”文化墙、技能大赛“冠军大道”、鲁班文
化广场，建构“一线四维五周三节三会三
赛”活动育人体系，激活学校校风学风建
设的源头活水。

守好初心，助力办学质量稳步提升。
学校将“高标准办学、高质量育人”作为办
学治校根本，将“培养能工巧匠、孕育大国
工匠”作为育人初心，以争创国家级“双
优”中职学校、“三全育人”典型学校、校园
文化特色学校等为重要抓手，建构质量管
理三大体系，创新人才培养三大模式，实
施质量提升六大工程，持续优化校风学风
建设。学生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26
金36银37铜，杨天雄等10名学生获“全
国技术能手”“大国工匠职教之星”。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构建“校-系-班”
三级协同育人体系，“校-家-社”三方协同
育人机制，“校-行-企”三元协同育人平
台；深化育人理念人本化、育人队伍专业
化、育人环境职场化、育人方式情景化、育
人路径课堂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心理
健康教育、传统文化教育、职业精神培育、
习惯养成教育、创新创业教育。不断拓展
学风校风实施的宽度与广度，为学校实现
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内涵。

聚焦服务“三农”
为乡村振兴赋能添力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做好
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
见》提出，要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大力
发展面向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

重庆工商学校坚决贯彻党和国家关
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精准对
接“三农”发展需求，从搭建专业平台、培
养人才队伍、帮扶支持协作等方面切入，
当好推进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动力基础。
学校结合多年来积累的教育、教学以及电
商、培训等优势特色，年开展涉农培训
1200人次，提供技术服务36次，直播带货
产值800万元；开展了种养殖技术提升、
乡村旅游服务等涉农人员培训2803人
次；完成了15期农民工新市民培训，参加
培训625人次。

同时，学校构建“团-村结对”模式，开
展“团村”结对15个，年开展农村工匠、种

养殖业等培训10000余人次；培育孵化乡
村中小微企业16家，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1000人次……培养一批批有知识、善管
理、懂经营的高素质农民，走上“拥有一技
之长、致富发展更强”的道路。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学校根据不同区域、不同乡村的优势特
点，聚焦乡村振兴新业态、新产业、新模
式，建成乡村振兴电商平台、“助农”田间
学院、“相勤”农机维修站、“智建”乡村设
计服务中心、种养殖示范园、产业示范村，
推动人才培养链、科技推广链、农业产业
链精准对接，努力实现“培养一个人才、壮
大一个产业、服务一方经济、致富一方百
姓”的社会效益。

接下来，学校将在师资力量、资源配
置、培训模式等方面下功夫，把专业设在
产业上，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培训融进
田野里，把人才留在事业中，绘就特色产
业遍地开花，乡村振兴欣欣向荣的美好图
景。

服务产业发展
助力区域经济顺势腾飞

2022年3月，潘昭亮雕刻大师工作室
在重庆工商学校成立。据了解，“潘昭亮
雕刻大师工作室”由重庆工商学校、深圳
市潘昭亮玉石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
江津区玉雕协会三方合作建设而成，中国
琥珀雕刻大师，中国玉雕艺术家潘昭亮担
任主持人，工作室现有成员5人，均是国家
级大师。

依托重庆工商学校强大的办学优势
和技能教学经验，“潘昭亮雕刻大师工作
室”围绕“厚品德、精技能、宽基础、能发
展”的理念，加强与硒玉产业企业在人才
培养、技术研发、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合作，
力争每年为硒玉产业培养10-15名玉雕
技术技能人才，努力实现扩大规模、品类
增加、品质提升、影响深远，为江津打造

“中国硒玉之乡”赋能添彩。
以“潘昭亮雕刻大师工作室”为实践

载体，打造“江津硒玉”这一地域文化金名
片，是学校依托雄厚办学实力，服务地方
经济产业发展的积极探索。

为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提高对地方
产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重庆工商学校牵
头在2009年成立重庆工商职教集团，成
为地跨渝西、黔北、川南、滇东等西部地区
的庞大中等职业教育联合体。“园团融合”
集团化办学模式，被教育部推介为全国七
大模式之一，开启了重庆市中职学校集团
化办学的先河。走过十余年的发展之路，
学校又创设了“团盟联动”“团村结对”两
大模式，积极推进“政行企校”命运共同体
建设，实现了集团化办学“第二次飞跃”。

今后，学校将借力集团平台与丰富资
源，在激活力、增效益等方面大胆创新，在
提质量、树品牌等方面敢为人先，在强化
成渝“双核”联动联建上发挥更大更强的
作用，推进职业教育起站上“新高地”、攀
登“新高峰”、书写“新辉煌”。

文秀月 张骞月
图片由重庆工商学校提供

作为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首批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
学校，重庆工商学校践行“做强做精”的特色品牌发展之路，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办学成绩，正朝着建设“西南领先、全国一流、世界水准的优质中职学
校”阔步迈进。

融入大格局、树立高标准、激活新动能。重庆工商学校以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一号工程”为总牵引、总抓手，围绕中央一号文件对职业教
育的要求，打造以文化人“主阵地”、激活乡村振兴“动力源”、点燃服务经
济“强引擎”，谱写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市级首批公共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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