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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是永川的名

片。作为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桥头堡城

市，永川已拥有 17 所

职业院校，近 18 万职

教学子在此筑梦，每

年向社会输送4万余

名技能人才。

自《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

要》明确提出支持永

川建设西部职教基地

以来，永川以打造“产

城职创”融合发展样

板城市、建设国家级

产教融合型城市为目

标，全面迈开了推动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步伐。

一手抓产业，一

手抓职教。永川正加

快构建互联网时代现

代学徒制、贯穿全生

命周期、服务全产业

链职教体系，大力培

养符合产业发展需要

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巴渝工匠、大国工

匠，打造中国职教名

城，让永川成为“成就

工程师的城市”。

6月25日，设在长城汽车重庆
永川工厂内的重庆职教基地——
汽车制造专业实训基地，来自永川
职教中心汽修专业2022级的学生
正在这里实训。他们将在课堂和
实训基地之间交替，将学校所学与
企业所需紧密联系在一起。

2018年入驻重庆永川的长城
汽车重庆分公司，2019年竣工投
产。随着企业产能急增，人员短缺
成为一大难题。

永川是西部职教基地，在永川
高新区的牵头下，长城汽车与永川
职教中心合作探索“半工半读”的
人才培养模式，将公共实训基地建
到长城工厂内。同时，和永川各职
业院校通过订单式人才培养、工学
交替、教材共编、匠师共享等多模
式，实现就业基地及人才共建培
养，不仅解决了企业的用工难题，
每年也为社会培养优秀人才超
5000人。

永川职业教育中心是国家中
职改革示范校、国家重点中职学
校。永川职教中心副校长袁玉奎
介绍，学校专业设置围着产业转，
紧扣永川区域内汽摩、智能家居及
材料、智能装备和特色消费品等产
业所需。

比如，瞄准长城汽车落户带来
的产业发展机遇，2020年学校成
立了智能制造系，开办了新能源汽
车与检测、汽车制造与检测等18
个专业，专业与地方产业匹配度超
过80%。

袁玉奎介绍，早在2018年长
城汽车永川工厂还在建设中时，学
校便围绕企业的用工需求，派学生
去长城汽车天津、保定等生产基地
实习，确保企业投产时，有具备实
训技能的学生能直接上岗。

“我们还为长城汽车开设了10
个订单班，包括基层管理干部、焊
工、装配工等岗位，课程也围绕企业
用工需求来制定。”袁玉奎说，为长
城汽车开设的订单班，由校企共同
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双方将最新
行业标准、生产流程、产品开发等产
业实践知识纳入学校课程体系，让
学生提前熟悉企业文化，从而节约
人力资源成本，实现共建共赢。

在教学流程方面，则遵循技能
人才成长规律，学生2个月在校学
习、2个月在企业实训，循环设计，
显著提高校企一体共管共育的实
效。“目前，我们每年约有1000名
学生在长城汽车实训。”袁玉奎说，
不少学生在毕业前就获得了长城
汽车的工作机会。

据了解，近年来，为鼓励职业
教育发展，永川区出台“职教发展
24条”，鼓励院校新设立符合永川
主导产业发展需要的特色专业，
鼓励为永川企业开展订单式学历
培养班，实施“职教学生留永”计
划等。据统计，永川17所院校对
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产业
的学生占比达85％以上，开设有
44个专业、90个订单班和中国特
色学徒制班，校企共建实训基地
数量已突破1300个。

6月25日，位于重庆科创职业
学院的重庆市高技能人才培训基
地，22岁的李开航正在工业机器
人实训岗位上编程。

李开航是重庆科创职业学
院智能制造学院工业机器人专
业大三学生。今年3月19日，李
开航与队友携手在首届“巴蜀工
匠”杯乡村技术技能大赛中荣获
智能制造工程赛项金牌。如今，
他正代表重庆备战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机器
人系统集成项目，争取在比赛中
刷新成绩。

得益于技能突出，并屡获大赛
奖项，还未毕业的李开航已提前获
得留校任教资格，在实现高质量就
业的同时，未来将为永川工业机器
人产业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型人
才。

“成就工程师之城”，需要大批
高素质技能人才支撑。近几年，永
川产业不断转型升级，机器人及智
能装备、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
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作为支撑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于永川
而言，吸引和发展更多工匠型技能
人才已时不我待。

重庆华中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是国内数控系统龙头企业——武
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的西南
地区中心，2016年落户永川。

“公司服务整个西南板块，主
要负责工业机器人的安装调试、运
营维护、集成应用等，需要大批智
能智造技术人才。”重庆华中数控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彼时，重
庆科创职业学院围绕未来制造业
发展方向开设了机器人专业，正在
招生。

企业有技术、有设备，学院有
师资、有生源，何不整合双方资源，
培养智能智造人才？永川区政府
充当“强力胶水”，通过粘住产业和
教育“两张皮”，相互协作推动产教
融合。在永川区的推动下，2018年
6月，双方联合成立二级学院——
重庆科创华中数控智能制造学院，
企业在服务工业用户的过程中，将
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融
入学生课堂教学与实训，企业工程
师对科创学院学生进行核心课程
教学。

李开航每天备战的工业机器
人培训基地，实训设备便来自重庆
华中数控技术有限公司，通过到企
业真实场景学习、企业工程师指导
提升技术技能以及每天在培训基
地钻研，李开航对工业机器人领域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21年，经
过半年系统学习的他，报名参加了
第二届华中数控杯智能制造技能
大赛，斩获机电一体化技术一等
奖、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赛项二等
奖两个奖项。

通过产教融合，学校就业率和
就业质量显著提升。近3年，重庆
科创职业学院毕业生就业率超
97%，其中53%的毕业生进入华中
数控、长城汽车等龙头企业及其产
业链上的合作企业就业。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教育
部等部门相继出台支持职业教育国际化
发展的政策，越来越多的职校学生通过
系列合作走出国门。

6月26日，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
学院（以下简称重庆水电职院）水利工程
学院，由25名学生组成的“华飞安和海
外订单班”正在授课，他们所学的课程根
据海外中资企业需求“定制”，除水工测
量、水工造价、水工电气等常规水工课程
外，还包括当地语言、风土人情等。经过
为期半年的培训后，他们将去往中资企
业所在的海外驻地，从事海外工程现场
施工管理等工作，精准助力企业“出海”。

重庆水电职院水利工程学院院长张
守平介绍，水电建筑工程专业是重庆水
电职院的王牌专业、西部职教基地重点
专业，是财政部、教育部重点支持建设专
业。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水电
企业走出国门，企业对水电专业技术人
才的需求激增，重庆水电职院也因此接
到“海外订单”。

发来订单的企业是华飞安和水电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飞安和”)，从事中小
型水电站的水电开发、勘探设计、工程建
设、运行管理等一体化业务，近年来业务
拓展到南亚、东南亚、澳洲和非洲等地。
董事长周跃飞介绍，2011年，公司转向
海外发展，在尼泊尔、老挝、印度尼西亚
以及刚果(金)、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从事水
电站全站式一体化打造，将中国水电的
发展经验和先进技术输送到海外。

“近年来，随着公司业务的拓展，对
水电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也激增。”周跃
飞说，企业在当地招聘的技术工人普遍
存在技能不足，与企业文化融合不够等
问题。过去公司只能通过在国内专业技
术类职业院校零星招人的方式解决，但
技术人员上岗后，还需经过一段时间强
化培训才能胜任工作。随着企业的发
展，迫切需要职业教育协同企业一起解
决走出人才短缺困境。

去年，华飞安和与重庆水电职校水
利工程学院签订“海外订单班”人才培养
协议，对海外工作岗位所需的水工测量、
水工造价、水工电气等技能提出了针对
性培训需求。今年1月，“海外订单班”
首批16名学生在印尼上岗后，迅速适应
了岗位需求，成为中国水电“走出去”的
生力军，目前，这批学生已正式成为该企
业海外员工。为了满足企业发展需求，
今年4月，公司又和重庆水电职校签订
协议，将海外订单班规模扩大到25人。

“过去是把国际人才‘引进来’，现在
是我们的教师、学生‘走出去’。”张守平
介绍，告别过去的“来而不往”，职教学院

“输出”底气增强，今年学院还将外派教
师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资水电企业
项目部，为当地针对性培养水利人才，精
准助力“企业出海”。

此外，学院创新国际化人才培养模
式，将通过与海外中资企业创造性联合
开办“1+N+M”分布式大禹学院，校企协
同培养水利国际化人才，开设“海外订单
班”，建设国际化教学团队，建设海外实
习实训基地，海外项目技术咨询服务等
方式开展广泛合作，源源不断地将“巴渝
工匠”输送到海外，助力永川成为“成就
工程师的城市”。

龙丹梅

▲位于永川的重庆城市职业学院“陈志军汽车
维修工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教学现场，老师正
在教授新能源汽车维修的操作。

（永川区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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