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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首批“双高
计划”高水平学校建设单
位，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
院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以内涵建设为核心、以
改革创新为驱动，坚守职
业教育类型定位，持续提
升关键办学能力，推动学
校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输送
更多优秀人才、能工巧匠，
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中彰显“重电
担当”、贡献“重电力量”。

服务国家战略 彰显职教担当
——透过“双高”建设五年看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如何走好改革创新之路

锻造人才“强支撑”
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赋能

高技能人才是推动地方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如何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壮大高技能人才队
伍，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助力添彩？

带着深入的思考，重庆电子工程
职业学院先行先试、破题开路，紧密
对接地方产业发展需求，以“数智化、
模块化、个性化”为着力点，创建高水
平专业群新范式，开拓出一条卓有成
效的人才培养革新之路。

紧跟产业发展，“数智化”优化升
级专业群。紧密对接重庆“33618”现
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对应“产业链”

“技术核”“职业域”，重构信息安全技
术应用、物联网应用技术等突出大数
据智能化特色的14个专业群；对接岗
位域，重构“两平台+三模块”专业群
课程体系。坚持学生中心，推行专业
可选、课程可选、进度可选、增量学习

“三选一增”机制，为学生提供“点菜
式”课程服务；促进学生多样成才，实
施专业群“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推进“卓越人才培养计划”，完善
校企双导师制度，分类型、分阶段、分
层次为不同学生规划培养路径，促进
学生人人出彩。

如今的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人才高地”的集聚效应不断彰显，
“人才引擎”的澎湃动力不断激发……

5年来，学校输送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39995人，毕业生专业对口率
88.05%，本地就业率82.31%，服务高
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占比54.08%，为重
庆打造“智慧名城”“智造重镇”提供
人力支撑；学生获世界技能大赛金牌
1枚，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
金牌3枚，2020年、2022年中国高教
学会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高
职）排名全国第1。

推进产教“深融合”
服务“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
由之路，也是区域产业升级的强大助
推器。

近年来，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深入贯彻落实《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文件精神，
协同多方主体，汇聚多方资源，精准
对接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
系，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产业结
构相匹配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赋能
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

秉持“校在城中、城在校中”共建
理念，学校联合永川区打造“产城职
创”融合试验区，牵头西部职教基地
产教联合体建设，创新打造市域产教
联合体样板。目前，学校与永川高新
区合作共建西部职教基地优质师资
共享平台，已吸引永川区各行业、企
业、院校的2000余名教师加入。西
部职教基地产教联合体成功入围首
批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全国28
个，重庆唯一）。

事实上，这只是学校产教融合路
上的一个缩影。“双高”建设五年来，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从全局创新
谋划，在细节苦下功夫，以精密之功
雕出融合之果。

积极构建产教转型升级命运共
同体。按照“政府搭桥、园区聚能、校
企共建、实体运行”整体思路，深度服
务西部（重庆）科学城、空港工业园等
12个园区；牵头组建“重庆电子信息
职教集团”，牵头成立“长江经济带产
教融合发展联盟”，牵头成立的重庆
电子信息职教集团入选国家级示范
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培育单位；大
力推进“五个一”工程——每名教师
掌握一项前沿技术、下沉到一家合作
企业、参与一个工程项目、确定一名
企业导师、完成一项工程案例转化课
程资源；通过“百名博士下园区”项
目，帮助企业解决“卡脖子”技术难
题，近五年完成成果转化95项。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还建成国家
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开展新职业等
培训11万余人次，培养高技能人才
2000余人、华为高端HCIE认证专家
204人；面向500余家市内外企业围
绕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开展服务，近
五年承接技术服务与培训项目到账
经费累计近亿元；学校与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重庆长安汽车有限公司的校
企合作成果获教育部及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产教融合典型案例。

激活科创“动力源”
助力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

当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技
术、新技能、新应用层出不穷。

作为西部职教“排头兵”，让科技
创新跑出“加速度”迫在眉睫，势在必
行。

以开放的视野和包容的胸襟，学
校谋篇布局、立柱架梁，不断凝练科
研核心竞争力，以学科优势为基础，
通过建平台、引人才、聚团队，开展有
组织的科研，大力提升科研基础能
力，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以掷地有
声的行动助力西部（重庆）科学城建
设。

聚焦重点产业，探索高水平科研
平台（团队）建设模式。紧扣成渝地
区重点产业布局，面向西部（重庆）科
学城建设，探索出“园区（企业）出题、
学校立题、平台（团队）破题”的职业
院校科研平台发展模式；智能化传承
创新服务“卡脖子”技术攻关，攻克高
性能芯片先进封装技术键合等关键
技术，解决激光器与硅光基板耦合效
率低等技术难题，研发的大光敏面
APD芯片获中国激光“金耀奖”铜奖；
发布国内第一个面向三医数据协同
交换的技术标准，开发出国内首个具
备隐私计算的数联网节点接入设备，
服务数字重庆建设。

以成果转化为导向，探索科研平
台（团队）可持续运行模式。成立了
重庆首个概念验证中心等成果转化
平台，孵化出一批科研成果在西部
（重庆）科学城转化落地；连续5年共
获10项重庆市科技进步奖，作为牵头
单位实现二等奖零的突破；省部级科
学技术奖获奖数量位居全国高职第

一；“智能柔顺训练康复机器人”获首
届重庆专利奖，为重庆唯一获奖高职
院校；学校年授权发明专利数较“双
高”建设前翻三番，143项技术创新成
果助力800余家单位“数转智改”，为
企业带来经济效益7.88亿元。

构建科教协同机制，释放科研平
台（团队）育人效能。建立“1+1+N”
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提升学生科技创
新素养。4名学生获重庆市青少年科
技创新市长奖。学校在“互联网+”国
赛中累计斩获7金，成为重庆唯一连
续3年均获金奖的高职院校。2023
年获全国“挑战杯”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主体赛特等奖1项，实现历史突破。

科创成果持续涌现，创新活力竞
相迸发，科技实力迈向质的飞跃……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正向着“科技
创新策源地”的目标阔步前行。

走出职教“国际范”
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胸怀“国之大者”，服务国之所
需。

以高起点、国际化视野，学校积
极践行“职教随企出海”重庆新范式，
以“培养通晓国际规则的高技术人
才”为核心，狠抓“走出去”“引进来”
两条主线，立足“联盟赋能、项目牵
引、海外办学”三个维度，深度融入共
建“一带一路”大格局，主动服务西部
陆海新通道建设，让“重电”职业教育
国际金名片熠熠生辉。

三维共促，塑造职业教育国际交
流合作新机制。学校牵头成立中非
（重庆）职教联盟等4个国际交流平
台；获评教育部教育援外鲁班学堂、
中德先进职业教育合作项目首批试
点院校等国家级、省部级重点项目30
余项，填补国际项目诸多空白；联合

华为、长安等企业建成中非（乌干达）
ICT学院等9个海外分校和培训中
心，连续3年获泰国教育部职业教育
委员会颁发的突出贡献奖。

双线推进，构筑陆海联动、东西
互济职教开放新格局。学校通过校
企渗融共同开发信息安全工程师、软
件工程师培训课程体系，为南非、巴
基斯坦等国开展“中文+职业技能”培
训专业技术人员19562人日；服务西
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紧贴中亚、东盟
产业需求，拓展与哈萨克斯坦、老挝
等高校和机构合作，开发84个电子信
息类、智能制造类专业教学标准、资
源等并在海外推广应用，为老挝开发

“空气质量智能感知与监测平台”，服
务万象 IRIST 学院等 4000 余人教
学。

聚焦核心，打造国际化技能人才
培养新高地。根据需求导向，学校建
立具有重电特色的留学生培养标准
体系，招收长短期留学生470人，培
养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 267 人；
2022年学校“光电技术”入围世界技
能大赛新赛项，学生李小松代表中国
夺得光电技术项目世赛首金；在高职
发展智库发布的2023年中国高等职
业院校改革活力指数排行榜中，学校
的国际化发展活力位列全国第4。

五年，是时间的标尺，更是发展
的刻度。“双高”建设五年来，学校深
入贯彻国家职业教育战略部署，以勇
立潮头的闯劲、冲锋陷阵的拼劲、百
折不挠的韧劲，书写了一部奋发向
上、饱满鲜活的奋斗史。下一步，学
校将持续在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
汇、职普融通上探路试点，以更高站
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服务教育强
国建设，奋力向引领改革、支撑发展、
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职业院校
迈进。

周珣 杨静

设立技能工坊、举办
职业技能大赛、成立世界职
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职业院校国际化发展是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要求。

如何从众多职业院校
中脱颖而出？如何在职业
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高质
量、规范化、可持续发展中
贡献力量？如何发挥成渝
职业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的
力量？

作为教育部“百千万
交流计划”院校、重庆高职
教育国际合作联盟理事长
单位，重庆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以下简称“重庆工业
职院”）联合多所成渝两地
高职院校共同发起并成立
了陆海新通道职业教育国
际合作联盟（以下简称“联
盟”），秉承联盟“开放创
新、服务发展、合作共赢”
发展理念，全力参与国家
职业教育改革，探索新机
制、深耕新领域、探索新路
径、创造新成就，树立国际
合作新品牌，激发国际合
作新动能。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打造“职教出海”新范式 扩大国际“朋友圈”
“三线并行”

激发职教发展澎湃动力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
提高，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步伐也
随之加快。重庆工业职院也在国际
合作方面积极行动，以主动之姿助力

“职教出海”。
“三个引进来、四个走出去、二个

再提升”是学校“三线并行”服务国家
战略、培养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促
进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抓手。其中，

“三个引进来”指实施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引进优质职教资源，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引进匈牙利职业教育发达
国家高校或教育机构，联合筹备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促进教育质量提升；
引进国际职业资格证书，提升师生职
业综合能力。

“四个走出去”则是服务企业“走
出去”、服务人才“走出去”、服务高职
教师和管理人员“走出去”、服务学生

“走出去”，通过建立技能工坊、加强
政企校合作、选派高职教师和管理人
员赴海外研修、定期组织学生交换
等，让职教“走出去”，传播重庆职教
声音。

2023年7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改革重点任务的通知》，支持各
地立足区域优势、发展战略和产业需
求，有组织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职
业教育境外办学项目、海外职业技术
学院和海外应用技术大学，培养一批
适应国际化教学需要的职教师资，培
养一批服务中国企业海外发展的本
土化技术技能人才，整体提升职业学
校国际化水平。

学校紧握此次发展机遇，进一步
响应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助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整合陆海
新通道相关国家的职业教育资源，牵
手并成立了陆海新通道职业教育国
际合作联盟。充分发挥联盟统筹、引
领、协调、服务及智库作用，服务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西部陆海新通道建

设，打造具有较高国际化水平的职业
学校。

锚定国家战略
释放职教发展新活力

开发智慧教务管理系统和智慧
教学监测评估系统，协助教师开展日
常教学工作，对各学院境外办学教学
教育质量进行动态监管；建设“帝威
斯未来技术学院”，满足海外学生求
学需求，开展学历教育工作……

作为联盟理事长单位，重庆工业
职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针对斯里兰
卡120万户贫困家庭生活难的问题，
开创了“数字化、新通道、新模式”的

职业教育国际化高质量发展的新路
径，并依托联盟力量，贡献职业教育

“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在重庆深化与斯里兰卡的教育

交流合作的背景下，联盟主动与斯里
兰卡职业教育委员会和发展中国家
振兴组织多次磋商，成功申报立项在
中国承办项目，共建斯里兰卡数字经
济职业标准（简称“DEVES职业标准
项目”），推动斯里兰卡的职业教育体
系优化升级，开发健全和完善发展中
国家数字经济职业标准体系，赋能发
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发展。

为了推进斯里兰卡“Samurdhi”
计划内百万技术技能人才高质量就
业，促进共建中国—斯里兰卡—海合

会（GCC）合作机制，推进实施国际数
字乡村振兴行动，推进职业教育、职
业技能培训、技术技能人才培育模式
创新开展合作与交流，联盟与斯里兰
卡社会赋能与乡村振兴国务部、斯里
兰卡国家职业教育委员会分别签订
合作备忘录。

目前，联盟内30所院校获批建设
开发了斯里兰卡数字经济首批57项
职业标准，覆盖农业、制造、电气等12
个行业，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南亚
中心和斯里兰卡国家职业教育委员
会双认证，纳入斯里兰卡国家职业教
育体系，未来逐步向马尔代夫、沙特、
中东等国家认证推广，配套联盟境外
办学和国际产教融合项目辐射运用，

赋能国际数字乡村振兴。

多维赋能
跑出职教发展“加速度”

走出国门办学，不断拓宽国际合
作渠道，是职业院校实现高水平发展
的必然方向，更是其以职教所能服务
企业出海发展之需的责任和担当。

作为联盟领头单位，重庆工业职
院充分发挥联盟效应，聚合国内外优
质职业教育资源，多领域多渠道开展
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联盟内职业院
校国际化水平。

通过创建新通道，多线赋能国际
交流合作。“政校行企”携手共建国际
产教融合项目，服务“走出去”中资企
业高质量发展，开创国际产教合作新
通道；线上、线下并行，开启职教“出
海”双通道，通过开发精品在线课程、
构建线下产教融合实践场景等，推动
实现国内外职教资源互联互通，推动
联盟各院校国家办学规模化、高效
化、集约化发展。

通过构建新模式，“三高”促进联
盟职业院校闭环发展，即推动校企合
作、产教融合、理实一体，开创“职教
出海”高质量发展模式；以数字化转
型为抓手，推动国际职业教育高效率
发展；顺应当前全球数字化经济发展
趋势，培育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高水
平数字化专业人才。

除了聚合联盟之力，作为中国教
育国际交流协会职业技能教育国际
交流分会理事单位、重庆高校国际交
流合作示范校，学校还力争建成集合
作办学、境外办学、来华留学“三学一
体”的实体化国际教育与培训学院，
秉承国际化教育理念，以满足多元化
教育为责任，以优质办学资源为依
托，积极构建开放、互动、多层次、国
际化的办学模式和学生培养发展平
台，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技能
型人才。

谭茭 肖雪
图片由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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