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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药品生产技术专业群

守正创新 打造AI生物医药共同体“协同育人”新模式

从重庆市骨干专业
到市优质专业群专业再
到国家级骨干专业，重
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药
品生产技术专业实现了
一连串跃升。

2021年8月，药品
生产技术专业在探索奋
进的路上再一次按下
“加速键”——顺利获批
市级高水平专业群立项
建设。

承责而起，追高而
行。该专业群依托学校
政校企行合作平台，在
重庆市药品食品职教集
团大力协助下，与重庆
市生物医药龙头企业合
作，创立了“传承与创新
同频，数智与技能共振”
AI生物医药共同体“协
同育人”模式，打造出更
完善的职业院校人才培
养模式，促进品类专业
人才培养水平的再优
化，为我国医药领域的
高质量发展输送了更多
具有世界眼光的优质人
才。

谋变突围领先行业
走出药品专业群人才培养改革新路

近年来，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等部门出台了多个促进医药卫生
教育的相关政策。面对生物医药行
业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新工艺新产
品层出不穷，生物制药职业技术教育
技术和手段不断进步，把握全国生物
医药行业人才需求动向，培养所需的
高素质专业人才显得尤为重要。

谋变突围的改革引擎，早已在这
里蓄积力量、蓬勃向前。

早在数年前，重庆工贸职院教学
团队就快手出招，以数字化与智能
化、创新创业与专业化、服务区域经
济发展与国际交流文化传播等六个
维度为抓手，开展了“守正创新，传播
精华，双创引领、数智融汇，协同育
人”为特色的药品专业群人才培养模
式的改革，创立了“传承与创新同频，
数智与技能共振”AI生物医药共同
体“协同育人”模式。

该专业群站在全球化高度，以培
养具有数字化智能化操作技能、具有
创新创业能力和国际视野的药品类
专业技术人才为目标，统领课程体系
的开发，建设双语教学资源，培养双
语双师教学队伍，建设专精特新数智
实践教学条件，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
人才。

走在改革前沿，大刀阔斧创新。
专业群以“授课地点，社区、生产车
间、市场协同；授课教师，学校教师、
企业实践教师和创业导师协同；课程
考评，动手能力、核心素养、科学精神
协同”为主要措施，以“核心价值、创
新创业、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劳动精
神”五融入为目标，进行一系列大胆
创新。

与时俱进开拓，多维多向发力。
专业群与知名企业开展现代学徒制
试点班、订单班培养；以精品在线课
程为引领，开发制作了动画和虚拟仿
真实验，购置了15条实践项目的虚
拟仿真软件；针对传统教学组织对实
施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局限，
建立了适应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
式特点的“4331”入社进厂实践教学
模式，保障了学校教育精准对接产业
需求。

这一模式的高效实践，有效推动
了专业群建设，建成了“专创融合，课
程思政”模块化课程体系、重庆市药
品生产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重庆市
药品食品职业教育集团和重庆市中
药生产技术双基地；有力促进了学生
成长成才，学生共获国家级奖项 9
项，获市级奖项15项，重庆市教委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11个，创新团
队的新产品获全国“双创活动周”涪
陵区科技成果优秀成果奖。

深化改革立起标杆
专业实力铸就品质赢得赞誉

建设特色高水平专业群，不仅需
要突破职业教育传统教学模式的束
缚，还要对专业群内各专业教育教学
工作实施全方位改革。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药品生
产技术专业群立足于职业教育发展
的“三教”改革，加强校企深度合作，
在教材、教法、教师等各方面进行全
方位改革。

“十三五”期间，学校罗合春教授
牵头全国10所高职院校教学专家完
成了教育部《高等职业学校药品生物

技术专业教学标准》的编制工作，现
已在全国颁布实施。带头主编的《生
物制药工程技术与设备》教材获得中
国石油和化学工业优秀出版物教材
奖二等奖，入选“十三五”和“十四五”
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发行量2万
册。

聚焦课程资源建设，加快从“存
量”转向“增量”，专业群开发了“血液
制品生产技术”“中药保健食品生产
技术”“化学制药技术”“中医药文化
与传承”等专业化课程。开展了《中
药炮制技术》《微生物制药技术》在线
课程建设，建成了重庆市课程思政示
范课程1门、一流课程4门，专业教学
资源库拥有1万多个用户。

为了让更多教师从优秀走向卓
越，专业群通过开展活页式工作手册
式教材编写培训、创新创业导师能力
水平提升培训，建立华兰生物工程重
庆有限公司教师流动站，实施校级和
市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申报等
举措，培养涪陵区教学能手和师德师
风标兵、重庆市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
数名，发表科研论文多篇，专利授权
几十项，成果转化获涪陵区第七届

“金桥工程”优秀项目三等奖。
全方位改革、深层次赋能，重庆

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药品生产技术专
业群用实力铸就品质，赢得各界好
评。

胸怀世界主动出击
加快建成世界水平专业群

专业群建设不仅取得了可喜的
成绩，铸就了激荡人心的教育硕果，
赢得了令人惊叹的职教荣光，而且书
写出担当服务的动人篇章。

学技下乡，助力乡村振兴。生物

医药科技教学团队组织师生深入涪
陵区罗云乡调查农产品生产加工和
销售情况，制作种养殖技术动画，推
广南瓜加工技术，互联网宣传农副产
品，助力罗云乡农民增产增收。

技术攻关，服务社会经济发展。
联合小微企业遴选了15个科技攻关
项目建成项目库，开展了中药炮制技
术、中药显微鉴别技术、中药调剂技
术、红曲米发酵制备红曲色素的技能
训练工作。开展了农产品检验、化学
实验技术、应用化工技术技能训练工
作。完善了药品生产技术专业教学
资源库，新增社会人员进库学习，
2022年用户总量近1.7万户，最高日
志量13万余次。

随着社会服务能力的增强，专业
群国内影响力得到进一步彰显。

专业群协助中国生物过程学会
创办全国生物技术职业技能比赛，承
接了《青霉素发酵生产工艺虚拟仿真
软件》的设计任务，制定了赛项赛程
和裁判规则，开展全国生物技术专业
技能比赛裁判培训和赛后资源转化
培训，社会服务职教师资培训质量高
影响面广，专业建设知名度美名远
扬。

立足于现在、着眼于长远，专业
群研制了坦桑尼亚国家草药种植技
术员职业标准和冈比亚国家食品检
验技术员职业标准，双语课程《中医
药文化与传承》《榨菜生产技术》获巴
基斯坦国家教育部认证。

新时代新征程，药品生产技术专
业群将进一步更新职教理念，做好专
业建设发展规划，加快建成世界水平
国内一流专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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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学生们在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学习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攀”产教融合新高“谱”社会服务新篇

高功率新型环保二冲程发动机整机研发中心

瞄准发动机整机研
发，确立高功率新型环
保二冲程发动机开发项
目；针对半导体高精装
备国外垄断现状，设立
高端装备整机研发项
目……作为全国职业教
育先进单位、全国“双高
计划”建设单位，重庆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类似服
务重点产业、企业发展
的项目不胜枚举。

近 5年来，学校持
续深化产教融合，不断
延伸教育链、服务产业
链、支撑供应链、打造人
才链、提升价值链，把提
升社会服务能力作为主
方向，走出了一条以提
升应用研发和技术服务
能力为核心的创新发展
之路，推动了职业教育
科学、健康、高质量发
展。

构建“12345”职业培训体系
服务国家战略培养“定制人才”

作为一所在对外培训上连续3
年获“市属公办高职院校绩效拨款评
价”A档的职业院校，重庆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拥有完备的职业培训体系。

学校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重大
决策部署，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
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工作，以继续
教育与培训学院为试点，全面构建

“12345”职业培训体系，即 1 套改
革——继续教育“十四五”综合改
革；2支队伍——继续教育与培训学
院专职工作人员队伍、打造二级学
院社会培训兼职工作人员队伍；3个
下放——干部管理、人事管理与财
务管理权适度下放到继续教育与培
训学院；4个类别——培训项目划分
为“ABCD”进行针对性管理；5个挂
钩——社会服务与专业（群）发展、二
级单位效益、教师个人职称评审、个
人收入、年度考核挂钩。

在职业教育服务产业发展功能
上，学校踏实走好每一步，在服务产
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布局打造了职教
师资培训、乡村振兴培训、技能人才
培训等“十大”社会服务品牌；通过企
业投资、学校投“智”，与上汽大众、壳
牌润滑油等企业建立了22个培训中
心；联合头部企业资源搭建创新创业
技能培训平台，开展专业技术技能培
训。

例如，2018年，学校与阿里巴巴
新零售人才孵化基地正式签约，打造
了实训基地、全国示范师资培训基
地，搭建了创新创业技能培训平台，
有效解决了我市因服务贸易快速发
展导致的人才短缺等问题，并从培训
模式、课程设置、师资建设等方面构
建完善的培训体系，每年完成服务外
包相关专业1000余人的培训，使产

教融合走向“深水区”。

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
对接社会需求加速服务增能

如何让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真正
成为产业发展的助推器？如何打消
企业顾虑变“一头热”为“两头甜”？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构建了
“需求导向培养”校企共赢新模式。
该模式依托专业定产业，分析区域产
业需求；精准寻求合作企业，签订特
色合作协议；利用产教融合平台，深
入开展人才培养；多措并举，实现成
果产出。

此外，学校真正聚焦“卡脖子”问
题，牵住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牛
鼻子”，在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中彰显职教担当。

学校立足“33618”现代制造业集
群体系建设和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聚
焦先进制造、电子信息、国防军工等
高端产业需求，建立健全激励机制，

激发教师活力，跨界组建攻关团队，
开展有组织科研和有组织技术培训，
为企业提供高端技术服务。

聚焦先进制造产业需求，开发出
完全自主产权的晶硅晶圆倒角机、高
功率环保摩托发动机、有毒废水智能
脱毒一体机等一批国产替代设备。

聚焦国防军工产业需求，学校竭
力为军工企业服务。与军工企业合
作研制、生产各类军品，包括各种系
统与组成系统的设备、部件、零件。
与重庆长安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兵器装备研究所等合作，培养
1000余“火工”高素质技能人才。为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航空工业成都
飞机工业集团等军工企业输送了高
技能人才3000余人。

聚焦农业产业需求，组建教授博
士科技帮扶团队1个，帮扶4个区县
5个乡镇200户农户，支持建成天元
乡野生猕猴桃种苗基地200亩，开发
野生猕猴桃资源覆盖产业面积超过
5000亩，为渝北区大湾镇等开展测

土配方施肥、果林规划设计等技术服
务。

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
实现专业与产业同频共振

职业教育领域长期存在人才培
养和产业需要“两张皮”的问题。这
也是职业院校增设专业过程中亟待
破解的难题。

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
专门出台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
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鼓励学校开设更多紧缺的、符
合市场需求的专业，形成紧密对接产
业链、创新链的专业体系。

基于此，为实现“学科跟着产业
走、专业围着需求转”，重庆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紧扣区域产业所需与学校
发展方向，因地制宜做好规划设计，
建立了专业对接与契合机制、专业改
造与新增机制、专业调整与退出机制
的专业动态调整三大机制，实现产业
规划与专业规划的“双向奔赴”。

对于增设专业要求“三个必须”，
即必须与支柱产业高度对接、必须有
深度合作的大型企业、必须与学校现
有专业形成专业群。以此为引领，近
年来，学校新增“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数字化设计与
制造技术”等10余个专业，并淘汰了

“资产评估与管理”等招生数量少且
与服务智能制造方向不相适应的专
业10个，持续优化职业教育专业布
局结构，提高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市
场需求的匹配度，实现产业“带着”专
业走。

在这场职业教育专业变革中，
“新”并不是唯一的关键词，“需”成为
了专业设置最重要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通过改革，学校瞄准成渝地区双
城 经 济 圈 产 业 集 群 ，聚 焦 重 庆

“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

业、先进材料3大万亿级产业集群，
专业设置契合度达91.1%，为先进制
造业培养了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14
余万人，形成了专业结构优化、专业
特色明显、专业实力一流的专业体
系。

陈雪 肖雪
图片由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数说

●职业培训提质增量，完成企
业职工、职教师资等群体年均
培训服务人次数超4.2万，达
在校生规模2.5倍。

●获批省级以上培训基地18
个、获评各级各类示范性/优
秀基地（机构）6个，对外培训
连续3年在“市属公办高职院
校绩效拨款评价”中获A档。

●近5年，获批厅级以上纵向
科研项目 332项，横向项目
230余项。

●2022年首次以学校为依托
单位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数居重庆 71 所高校第
13位，高职院校第1位。

●202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立项数居全国职业院校平列
第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