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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专业学生上课实操

入选“2022年重庆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典型学校”，《校企联动 协同
共管 做好实习学生安全管理》被评为“重庆市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典型
案例”之一……

多项荣誉接踵而至，推动重庆市工业学校影响力和美誉度持续提升。
这得益于校企“双向奔赴”，“双优”建设蹄疾步稳。

近年来，重庆市工业学校紧密对接经济带、城市群、产业链布局，以三
大优质专业建设为重点，不断强化校企合作育人，全面深化综合改革，为高
技能人才搭建“成长阶梯”，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树职教集团标杆
开拓校企合作新路子

“在跟岗实习过程中，我找到改进教
学方法的新思路，提升了自己的专业技
术。”“通过深入实践，我们进一步了解了
企业用人需求，将为课程改革和专业建设
注入活力。”……为了提升教师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水平，重庆市工业学校每年都会
选派优秀青年教师到重庆中标环保集团
有限公司跟岗锻炼。

跟岗期间，参训教师与生态环境监测
协会签订技术服务协议，参与制定行业标
准，再将最新的行业标准带回课堂，推进
企业实践成果向教学资源转化。

这是学校以教师跟岗实习助推校企
合作，为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打下基础，
为企业提供优质人力资源的生动实践。

早在7年前，重庆市工业学校就牵头
成立了重庆市环保产业职业教育集团。
学校联合职业院校、行业协会、企业及科
研单位，深化职业教育办学体制、运行机
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高重庆市职业
院校环保类专业建设整体水平。

立足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学校以职
教集团化办学为载体，以分析检验技术专
业建设为核心，以引企入校、引企入教为
途径，加强校企合作、推动产教融合，促进
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
的全方位融合，实现校企合作“两头甜”。

据了解，学校打出“协同共育，共建校
企命运共同体；产教融合，拓展社会服务
功能；社会服务，有效支持重庆经济发展”
的“组合拳”，通过探索“23354”现代学徒
制协同育人新模式，校企共建“环境分析
测试中心”“重庆中标环保现代产业学院”

“重庆市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公共实训基
地”等平台，培养分析检验技术专业方面
的拔尖创新人才。

截至目前，学校已开展4万余人次的
考试服务，为企业输送2000名技能人才，
为行业、企业职工继续教育培训 10397
人，为204家企业的2125名员工开展“污
染治理设施运行人员技能培训”，《“绿色
引领、五维共融”中职分析检验技术专业
产教融合模式的创新与实践》获重庆市教
学成果二等奖。

加强高基地建设
凝聚校企合力新动能

当前，数字媒体技术发展迅速，新媒
体、影视制作、游戏等众多领域有着巨大
的发展机遇，对复合型、创新型人才需求
量大。

重庆市工业学校勇当校企合作、产教
融合的“先行者”，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务实
的积极行动。

2021年，重庆市工业学校计算机平面
设计专业与完美世界教育咨询（成都）有
限公司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建立起校企互
利共赢和双元协同的育人机制，以精准合
作扩大教育与产业对接面，为创新人才培
养打下根基。

据悉，重庆市工业学校计算机平面设
计专业对接重庆战略性新兴产业——数
字创意产业，与重庆凯瑞汽车有限公司、
重庆巨蟹数码影像公司等相关企业建立

深度校企合作关系，将企业先进数字技
术、数字产品与管理引入学校专业中来，
通过开展企业师资培训、课程资源建设、
建设实践基地等举措，厚植高技能人才培
养沃土。

为做好校企合作大文章，学校计算机
平面设计专业依托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
基地、大数据技术应用人才培养实训基地
等平台，探索“聚焦素养、服务专业、嵌入
美育”的“四四五”人才培养模式，打造

“岗、课、赛、证”四位一体专业课程体系，
建构基于SPOC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
式……把校企合作落到实处、引向深入。

同时，学校推进1+X证书制度试点工
作，建立“学历+职业技能”“学业+就业”

“线上+线下”“理论+实践”等多位一体的
创新教育体系，引导计算机平面设计专业
人才培养结构调整，推动校企合作迈入新
台阶。

近3年，学校计算机平面设计专业开
展艺术设计、大数据技术等培训4300余
人次，学生在“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
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获奖6项，重庆市第
十三届中等职业学校职业技能大赛获奖5
项，教师获得以教学能力比赛为代表的市
级以上奖项7项，立项省部级课题（项目）4
项。

技能竞赛显身手
营造校企协同新生态

近年来，重庆市工业学校组织电气设
备运行与控制专业师生参加各级各类技
能竞赛，获得全国技能大赛团体二等奖3
个、三等奖一个，市级技能竞赛获奖17
个。取得优秀成绩不仅展现了学校的实
力水平，更为促进“产赛”“赛教”“产教”融
合夯实了根基。

“在以技能大赛为纽带的基础上，学
校与企业建构‘双六双实’教学模式，创新

‘三维三层’教学评价，打造学习实境，共
建实训中心、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学习通
教学平台等，形成校企合作新局面。”学校
相关负责人介绍。

从更宽维度提升校企合作能级入手，
学校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专业探索“嵌入
式、岗课赛证”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构
建校企联动互培互聘机制，校企共同编写
了专业群课程标准13门，制定了《工业机
器人操作与编程》《电气控制与PLC应用
技术》等精品在线课程，建设国家级工业
机器人技术应用、物联网技术应用高技能
人才培训基地，开展机电技术应用（电梯
方向）现代学徒制培养新模式，打造“工业
机器人技术服务中心”和“中小学机器人
科普中心”，推进了职普融通、产教融合、
科教融汇。

如今，学校构建了营造制度供给充
分、条件保障有力、校企深度合作的新生
态，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专业已经开展电
工、机器人、物联网培训6500人次，开展
中小学科普教育、社区服务等1800余人
次，服务中小微企业10余家，获实用新型
发明专利2个，该专业毕业生就业率达
99.3%、升学率达60.7%。

何霜 李佳佳 张骞月
图片由重庆市工业学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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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人才培养
筑乡村振兴之基

去年4月，重庆市旅游学校《提质培优
赋能新时代旅游职教服务乡村振兴》案例
入选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职业教育
助力乡村振兴”课题典型案例，这是学校
在积极探索职业教育在赋能乡村振兴方
面取得的重要阶段性成果。重庆市旅游
学校趁势而上，去年10月，《旅游类职业学
校服务乡村“人才振兴”研究》立项重庆市
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重点项目。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基础靠教育。
近年来，重庆市旅游学校以提升“乡村振
兴”服务能力为重点，面向“农文旅产业融
合发展”，强化高素质乡村旅游人才培养
培训、高质量教育资源供给，着力探索职
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新模式。

新模式的第一步，是通过职业教育实
现“人才助农”。重庆市旅游学校依托高
水平专业群、高水平师资队伍，整合校内
外资源，采用政校企合作办学、校校联合、
校企合作等模式，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探索
形成了“学校+企业+乡村”发展模式，在人
才培养、乡村旅游培训、招生就业服务、共
建共享资源等方面加强乡村振兴协作，走
出中职学校创新开展乡村振兴新路子。

此外，学校坚持“职教一人，就业一
人，脱贫一家”办学思路，通过向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费补助，减免住宿费和
书本费；针对性对贫困学生设立爱心岗
位、勤工俭学等办法，加强对建档立卡贫
困学生的帮扶和资助，有力阻断贫困代际
传递。

目前，学校人才培养与乡村发展已基
本实现同频共振。4名学生和1名教师在
首届“双城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乡村
旅游精品线路设计大赛中获二等奖和优
秀指导教师奖；今年，学生参加“巴蜀工匠
杯”乡村振兴比赛获得乡村菜制作、调饮
赛项三等奖各1项。

聚焦产业发展
强乡村振兴之要

五一节前后，在大渡口区跳蹬镇金鳌
田园，一座座错落雅致的农家庭院里，坐
满了“寻味”而来的游客：餐桌上农家菜肴
色味诱人，香气满溢；厅堂中服务人员礼
仪规范，周到热情；围桌而坐的游客们交
杯换盏，好不热闹……而这一幅新时代的
美丽乡村图景，也离不开一个背后的智囊
团与助力者”——重庆市旅游学校。

近年来，重庆市旅游学校对照职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重庆共建”工作任
务清单，依托师资和人才优势，主动对接
大渡口区乡村文化旅游产业，助力帮扶村
庄乡村旅游体验更精致、运营管理更精细。

学校多次组织专业教师深入村社、农
家乐、民宿开展调研，从服务业一线了解
现代乡村旅游服务业发展需求，找准学校
服务区域乡村旅游振兴的融入点；并遴
选、组建乡村振兴培训讲师团队，开发“乐
享未来”《江湾半岛饮品》《乡村农家菜》
《乡村旅游服务技能》等课程及资源，全方
提升旅游服务从业人员技能水平和服务
质量。

与此同时，学校深入践行“政+校+
企+村”发展模式，与大渡口区跳蹬镇、石
盘村、金鳌村、康然山庄等村社和特色民
宿联合开展人才培养帮扶，打造“一村一
品”乡村旅游“餐饮培训与服务品牌”，将
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每一个乡
村。通过深入挖掘区域文化，与当地果蔬
特产充分融合，相继推出以“金榜题名”等
为主题的“状元宴”，以“万年石斧、魅力石
盘”为主题的“石斧宴”，以及以“邂逅”为
主题的特色冷餐服务。

重庆市旅游学校还从川渝乡村旅游
线路设计、乡村菜品、饮品研发及从业人
员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着手，履行“育训并
举”法定职责，强化使命担当。学校助力
乡村振兴的案例先后入选教育部职业教
育发展中心、重庆市职教学会优秀案例，
在全国示范推广。

聚智培训服务
固乡村振兴之本

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大趋势下，提供
高质量的社会培训服务成为职业院校发
展的新风口。

作为首批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
展示范学校、全国餐饮职业教育示范院
校、重庆市高水平中职学校，重庆市旅游
学校不断推动社会服务能力水平的提升，
着力打造和完善服务行业企业、职业院
校、社区教育、老年教育、中小学生劳动实
践、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特定群体的社会
培训与服务体系。

学校充分发挥高星级运营与管理、旅
游服务与管理、中西餐烹饪等优质专业的
资源优势，不定期开展乡村旅游培训，助
力乡村旅游从业者专业素质提升。

“能在家门口做生意，还能在家门口
学技术，这是我之前不敢想的。”金鳌田园
康然山庄经理王娜说。曾多次参加培训
的王娜十分赞赏重庆市旅游学校教师王
惠华的精心执教：“细心细致，本领过硬，
在传授烹饪技巧的基础上，从差异化经
营、创新管理、食材选购、价格制定等方面
对学员进行指导，帮助村民从实践中总结
和积累经验。”

学校曾赴重庆市秀山、武隆、丰都、忠
县、巫山、奉节等区县，参与星级酒店及乡
村旅游景区评定，指导乡村旅游发展。承
办的鲁渝扶贫协作“扶贫宴”菜品推广培
训，为重庆市重点帮扶的18个深度贫困乡
镇提供了乡村旅游餐饮培训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还与重庆市城口
县职业教育中心、开州巨龙职业技术学
校，四川省开江职业教育中心、贵州思南
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等签订协议，通过互
访交流、师资培训、专业技能展示等活动，
在校园文化、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培养培
训、学生技能提升等多方面持续推进交流
共建，促进协同发展。

未来，学校将继续依托市级优质中职
学校和专业建设，聚焦服务乡村旅游和

“三农”问题，探索实践“互联网”+乡村旅
游发展战略，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职教力量。

谭茭 陈锐
图片由重庆市旅游学校提供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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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

新的机遇和挑战下，重庆市旅游学校秉持“扎根地方、对接行业、服务
社会”的社会服务理念，立足乡村振兴和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充分发挥
专业、技术、师资、人才、平台、智库等综合资源优势，全力建好乡村振兴人
才供应的“蓄水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