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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在生猪产业科技馆内开展实训课程

国家专业群为引领
高水平谋划大棋局

自成功入选国家“双高计划”单位后，
专业群建设就成为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学校抓重
点、破难点，探索实施“以群建院”，构建了

“2+4+8”三级专业群发展体系，按下高质
量发展快进键。

火车跑得快，还需车头带，学校着力
打造2个国家“双高”专业群，以更高水平
服务重庆经济发展。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群紧盯模具智
能制造产业升级人才需求，重塑高素质技
能型人才成长路径，建设一流数字化课程
资源，深化新形态教材与信息化教法改
革，创新了“项目贯穿、技创迭代”人才培
养模式，获得2021年重庆市教学成果特
等奖。2019年—2022年，建成国家级骨
干专业4个，国家规划教材9本，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获奖14项、省部级26项，获
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技术能手等国家级荣
誉称号17人。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群与知名
企业共筑“扁平化”校企合作育人平台、探
索“五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产业-企
业—职业”三层社会服务体系，成功申报
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2019年—2022年，获批全国党建工作标
杆院系、样板支部，建成国家级教学资源
库2个，国家在线精品课程2门，国家级培
训基地2个，参与制定国家级标准9项，承
接国培项目12项，获全国教材建设奖1
项。

新时代，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以国
家级专业群为引领，通过打好“融入区域
发展和促进产业升级，做优做强特色优势
专业群，深化院校治理结构变革”等一系
列组合拳，下好了“专业群建设”大棋局。

市级专业群为驱动
稳赋能开创新局面

以国家“双高”专业群为引领，4个市
级“双高”专业群为驱动，重庆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在专业群建设的道路上一路驰骋。

据悉，该校4个市级专业群分别为模
具设计与制造专业群、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专业群、广告艺术设计专业群、软件技
术专业群。前两者既属于国家级又属于
市级双高专业群。

广告艺术设计专业群瞄准乡村振兴
国家战略，紧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机遇，对接重庆数字创意产业链，面向设
计服务和文化旅游两大领域，持续发力。
2021年—2022年，建成国家级教学资源
库1个，国家在线精品课程2门，参加中国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国家级
赛项获奖24项、省部级196项，获全国党
建工作样板支部1个，重庆市黄大年式教
师团队1个。

软件技术专业群实现人才培养模式
新突破，课赛融合、课证融通、课岗融会，
共建“以赛促学、以教促赛”新模式，共建
学分互换制度，共建校企合作“订单班”。

在专业群全面推进1+X证书与课程体系
的深度融通，成功申报Web前端开发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考核站点。2021年—
2022年，荣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5
项、省部级23项，国家级一类技能竞赛2
项、省部级9项，建成国家课程思政示范课
程1门，成为国家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
建设试点单位。

以市级专业群为驱动，重庆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进一步开创了人才培养质量新
提升、重点领域应用技术研发新建树、技
术技能创新服务水平新提高、服务社会贡
献力新增长等良好局面。

校级专业群为支撑
齐发力共筑新精彩

“双高计划”指出：优化内部治理结
构，扩大二级院系管理自主权，发展跨专
业教学组织。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开
展“以群建院”工作以来，重新设立了二级
学院11个，构建了8个校级专业群，激发
二级学院办学活力。

轨道交通与航空服务学院响应“一带
一路”倡议“交通强国”战略，精准对接重
庆市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人才需求，整
合机电相关专业组建成城市轨道交通机
电技术专业群，提出不同寻常的实验实训
室建设思路。

这是学校“以群建院”促发展的一个
缩影。更多的二级学院激发活力、共享资
源，开启8个校级专业群提质增效新征程。

药品生产专业群立足化医产业链，依
托长寿国家化工园、两江（水土）医药产业
园，搭建“教培科创赛”一体化平台链，推
进三教改革，在竞赛和学术表现突出。

酒店管理专业群创新“洲际英才”人
才培养创新模式，实现了“无缝对接产业，
助力区域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提高了
学生的岗位操作技能、沟通技能、职业认
同感，实现了毕业即转正“零距离”上岗。

随着工作纵深推进，更多的变化和惊
喜在学校发生：会计专业群创新校企联动
机制深化三教改革，培养数字工业经济新
型技能人才。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群创
新实施“德技融合、校企融合、分层融合、
专创融合”四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学
生专业技能提升。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群
形成校政行企命运共同体，搭建了“产学
研创赛”平台，创新了人才培养模式，提升
了人才培养质量。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
群结合自身专业优势，依据1+X制度标准
构建“岗课赛证”融通方式，探索职业教育
人才培养新模式。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
业群聚焦新工科专业建设，深化产教融合
协同育人，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创新
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需求。

优化群结构，共享群资源，形成群发
展，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通过高效推进

“以群建院”工作，有力地撬动学校迈上高
质量发展新台阶。

谭茭 胡忠英
图片由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双高计

划”建设办公室提供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智能智造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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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群建设是“双高计划”的新要求，是促进高职教育深化产
教融合，实现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对接
的重要载体，也是促进高职院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助
推器”。

近年来，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持续优化专业结构布局，遵循
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原则，依据“产业—产
业集群—产业链”逻辑，实施“以群建院”，整合全校资源，重组二级
学院11个，构建了以2个国家专业群为引领、4个市级专业群为驱
动、8个校级专业群为支撑的“2+4+8”三级专业群发展体系，增强
了专业群建设的弹性和生命活力，推动了学校高质量发展。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红”了桔子“俏”了专业

三峡古红桔古称丹桔，已有4000多
年的栽培历史。近年来，因缺乏科学种
植、外来品种挤压、技术人才不足等因素，
三峡库区古红桔产业面临规模缩减甚至
毁灭的危机。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与万州区等区县
的农业农村委、乡镇、农业合作社签订“四
方合作”协议，共同服务古红桔产业链创
新发展，为“百万亩经果林”产业可持续发
展提供了范本。

学校以提质增效为目的，依托“田间
学院”“科技小院”等多个进村入社教学科
研平台、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就古红桔
产业规划、新技术新工艺研发与推广、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技术服务与支持、深加
工企业技术扶持等提供强力支撑。

2022年，学校对接的万州区太龙镇古
红桔示范区280亩，亩产量及质量大幅提
升。以学校为主体的古红桔深加工产品技
术研发团队，完成古红桔酒、古红桔精油化
妆品等柑桔传统精深加工产品的实验室
产品研发，申请专利共计30余件，形成平
湖桔颂酒、橘馥化妆品、平湖桔乐古红桔
汁及果脯等多个商标，正在完成量产流程
和厂房设备建设购置。服务经验逐渐辐
射至青脆李、玫瑰香橙等经济林果产业。

将专业建在产业上，以产业反哺专业
建设。

学校园艺技术专业群利用古红桔产
业链条重塑机遇，构建“一贯穿、四导师、
三融合”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引导教师
教学和科研紧密联系地方产业，打造能服
务地方产业发展的高水平师资队伍，在服
务地方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完善和提升校
内和校外实训条件，培养“懂农业、爱农
村、爱农民”的青年人才。

2023年，学院“田间学院”项目获评国
家教育成果奖二等奖；建成国家现代学徒
制试点专业、世界技能大赛园艺项目中国
集训基地、重庆市级职业技能竞赛园艺、
茶艺、农机维修集训选拔基地，专业群获
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1项、全国技术能
手1人……

创新产教融合模式
产业学院“智变”闯出转型新路

发展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是必由之路。
2022年，重庆三峡职业学院人工智能

学院大数据专业群联合华晟经世在“教育
部-ICT行业创新基地”的基础上共建现
代产业学院，推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进
入“2.0时代”。

区别于传统的校企合作模式，双方在
课程资源、师资队伍、教育教学、双创教
育、社会服务、技能竞赛等方面深度融合，
构建校企合作命运共同体。

学院依托“互联网+”技术开展的教学
改革，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生态；
根据互联网“4C法则”，将企业的项目案
例、培训资源等转化为教学资源，校企合
作开发工作手册式、活页式新形态教材，
出版新形态教材7部；相继联合华为、华晟
经世、东软、中软等大数据龙头企业，开发
专业群32门课程标准，建成大数据专业群
教学资源库。

校企双方共建教师企业实践流动站，
让人才资源犹如活水互通。目前，学院建
成“1+X”师资培训基地，“双师型”教师比
达80%以上。

此外，学院还学院还将双创教育融入人才培

养，建设创新创业中心，指导学生孵化创
新创业项目8个。《筑路之眼——智慧道路
施工监测终端》项目获2022中国国际智
能产业博览会青少年专利孵化展银奖、第
十届澳门国际创新发明展金奖。借力职
业技能竞赛基地，学院将世赛标准引入人
才培养方案，承办华为全球ICT技能大赛
市预选赛，通过“校校企”模式，探索校企
共建海外学院。

基于校企双方共进共生的深度合作
基础，学院主动融入区域产业发展，打造
融合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和5G应用技
术的创新服务平台，建成智慧农业大数据
信息库、ICT行业创新基地、技能大师工作
室、职业技能竞赛基地。

今年4月，学校入选第一批京东产业
学院。人工智能大数据专业群在重庆市

“双高”建设中期绩效考核由C档晋升为B
档。此前，学校还与正大集团共建“正大
现代生猪产业创新学院”，初步形成多主
体深度协同育人格局；高质量完成教育部
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获批教育部
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工信部产教融合
专业合作建设试点单位、工信部工业互联
网产业人才基地。

聚焦办学实力提档
争创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

走进三峡职业学院生猪科技馆，通过
互动大屏等智慧设备可以一览生猪全产
业链，包括世界著名猪品种、饲料兽药投
入品、生猪发展历程、现代养殖模式等内
容，处处彰显着科技感。

近年来，重庆三峡职业学院以国家
“双高计划”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群畜牧
兽医专业群为引领，以科技创新推动专业
群建设，赋能学校探索职业教育农业人才
培养的中国标准。

2019年启动“双高”建设以来，三峡职
业学院畜牧兽医专业群构建了“一园一馆
三中心”生猪产业特色实训教学平台，一
园即生态养猪“示范园”，一馆即现代生猪
产业科技馆，三中心即生猪大数据中心、
动物疾病检测中心、动物诊疗120中心；
与重庆市畜牧科学院共建“重庆生猪产业
协同创新研究院”，与西南大学合作共建

“博士工作站”；以重庆市高校创新研究群
体为龙头，推进市校两级科研团队建设。
切实推动创新团队培育、科研成果转化、
创新创业扶持、体制机制改革。

近年来，畜牧兽医专业群8本教材入
选农业农村部“十四五”规划教材，主编的
《面向2035：中国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
键技术系列丛书》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

“十四五”重点出版图书；入选国家级科技
特派员12名、省级科技特派员36名，动物
科技学院培养巴渝青年学者1名；获省部
级科研课题60项，发表SCI、核心期刊等
高质量论文151篇，授权国家专利165项；

“肉鸽新品种培育与高效养殖技术集成推
广”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二等奖……

当前，“双高”建设进入冲刺期，重庆
三峡职业学院正着力项目化推进建设工
作。通过加强党的建设、打造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高地、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
台、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提升校企合作
水平、提升服务发展水平等，不断强化现
代农业办学特色，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
动作用，培养高素质的现代农业所需的技
术技能型人才，向着建成中国特色高水平
高职学校而不懈奋斗。

文秀月 覃燕
图片由重庆三峡职业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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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市唯一的以现代农业为特色的全日制普通公办高等职业院
校，重庆三峡职业学院自“双高”计划建设以来，始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秉持把职业教育办到“农村田坎上、农民心坎
上、农业命脉上”的核心理念，坚持强农兴农、深化产教融合、着力创新驱
动，以实际行动、创新作为撬动学校内涵发展、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