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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建基地
“院士领衔”服务双城发展走深走实

院士工作站成功落户重庆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后不断发展，吸引行业企业竞相关注
与合作。而随着供需两端的不断融合，学校

“政行企校”协同创新平台也逐步完善。
得益于院士工作站发展，学校开始深思

如何实现科技创新优势的进一步聚集与转
换，更好地服务城市发展和国家战略。

这样的思考并非触不可及的目标。
在重庆全域唱响“双城记”之际，学校立

足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开始
职业教育与科技创新的双向探索。

2020年，学校入驻四川新都，与四川利
兴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以院
士工作站为依托探索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新
模式，打通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
里”。2022年，学校联合重庆高新区、德国
莱茵TÜV，集聚三方资源优势，共建全国首
家“中德莱茵产业创新中心”并入驻重庆西
永，全过程对接成渝及周边现代产业体系建
设，赋能“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发展。

在四川新都、重庆西永的两大基地建
设，昭示着学校积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的决心与行动——以职业教育力量、
科技创新力量、人才服务力量，推动市委“一
号工程”，助力构建具有全国影响力、辨识度
的标志性成果体系。

第二步——重研发
“揭榜挂帅”开展核心技术攻关

当年院士工作站落地，犹如春雷惊醒了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富藏的科技资源与
创新潜能。

依托“双高”建设，聚焦“绿色+智能”领
域，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学校以项目形式与
刘人怀院士团队开展实质性科研合作，通过

“揭榜挂帅”形式带动教师积极开展核心技
术攻关，组建起由刘人怀院士领衔，教授、博
士、全国技术能手、企业技术人员共同组成
的高水平专业应用技术研发与服务团队6
个，同时在大型企业建设“企业教授工作室”

“企业博士工作站”等20个。
截至目前，学校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近

300项，位居全国前列。尤其是餐厨垃圾处
理技术及装备研发团队在全国首创了“联合
生物加工工艺技术”，中德莱茵产业创新中
心技术服务团队成功研发国内首款自主知
识产权的智能空气悬架系统、车辆动力电芯
等6项产品。

第三步——促转化
“创新生态”高效培育科研成果

打通科研成果转化“梗阻”才能加快形
成新质生产力。

为促成科研成果的高效转化，学校积极
增强服务意识、主动营造并持续优化“创新
生态”，联合企业搭建起“智能+技能”市级
成果转化孵化基地，鼓励师生在企业真实研
发项目中“摸爬滚打”。

科研成果的高效转化令企业负责人“喜
上眉梢”。数据显示，学校各项研发已直接
催生成果转化金额1.53亿元。

例如采用“联合生物加工工艺技术”，研
发了餐厨垃圾处理示范生产线，成功实现科
研成果产业化。目前，第一条餐厨垃圾处理
示范生产线已在四川新都建成投产，近3年
产生经济效益达3600万元。技术成熟度、
工艺先进性及市场需求度更高的第2条生
产线即将在重庆投产。

科研成果的转化不止于物、更在于人。
学校联合重庆高新区管委会、莱茵科技

监督服务（广东）有限公司成立并运营“中德
莱茵产业创新中心”，开展“工业机器人操作
员”等认证培训，获得德国莱茵TÜV认证

1840人。培训之外，该中心还开展国际论
坛、产教融合活动推广交流经验，并提供相
关技术服务18次，孵化企业3家实现产值
3810万元。

第四步——优教学
“科研兴校”反哺人才培养创新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
的关键交汇点在高校。对于重庆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这所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高职院
校来说，科研创新反哺教育教学和人才培
养，激活了办学的新动力、开拓了发展的新
局面。

在这里，科研并不是高职院校学生的
“遥不可及”。

据悉，学校积极将科研融入学生教育教
学全过程，如将科技创新成果融入双高专业
群《机电一体化技术》等课程教学过程中，引
导学生加入科研团队常驻企业参与真实科
研项目等，以此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提升
其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

重视科研在人才培养中的积极作用，如
今学校新星闪耀：2022年云计算技术161
班学生杨鹏创业项目“新系物联”成功入驻
西永，同时拿下重庆高职院校在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全国职教赛道创业组的首个金奖；
科研团队成员杨显文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机电一体化项目”一等奖。

近年来，学校师生各类科研项目、育人
成果呈现全面开花的喜人局面，在数量上和
质量上均创历史新高。重庆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校长张进谈到，学校将进一步发挥高校
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作用，找准新定位，明确
新使命，厘清新思路，阔步新征程，翻开中国
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的新篇章。

文秀月 汪应 陈冉越
图片由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2017年，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聘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人怀为名誉院长，推动重庆市首个高职院校“院士

工作站”成功落地。仿若春风吹皱一池春水，高等职业教育科研体系的全面变革正在悄然酝酿。

而今回眸，那些激荡的波澜，正是该校锚定科研创新、奋进科研强校、赋能产业发展的有力印证。

以院士工作站为依托，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构建并推行“院士领衔、高校助力、团队攻关、服务产业”科教

融汇“四步走”行动战略，其改革经验成功入选科教融汇全国典型案例，并已推广示范全国多所职业院校。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易俊表示，学校将持续探索科教融汇新范式，当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人

才育苗圃、科技助推器”，以职业教育“之为”加码科教兴国“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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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厨垃圾联合生物加工技术：
厨余垃圾“变废为宝”尽显绿色与智能

在四川新都，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刘人怀院士工作站”与四川利兴龙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携手，推进以“联合生物加工工
艺技术（CBP）”为核心的餐厨垃圾处理生
产线运行。

“餐厨垃圾联合生物加工技术（CBP）”
旨在对餐厨垃圾定向进行资源化、无害化
处理。该系统由自动化卸料分选、灭菌发
酵、酒精蒸馏、油脂回收、二氧化碳回收、酒
糟饲用蛋白粉加工、污水处理和臭气处理
八大系统组成，实现了污染物“零排放”和
资源化“全利用”。

所有厨余垃圾经该工艺处理后，可产
出工业毛油、酒糟酵母粉、非粮乙醇（95%）
等，每吨厨余垃圾可产生约109.5元的经济
效益，每月包含补贴在内的收益能够达到
111.9万元，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

在与企业合作期间，餐厨垃圾处理技
术及装备研发团队常驻四川新都，参与企
业日常生产管理，加速技术成熟并走向市
场，共开展餐厨垃圾处理技术攻关12项，
授权发明专利9项。

混合驱动智能假肢技术及应用：
在全市高职院校中首获市级科学技术奖

迎着大健康产业新风口，学校致力于
混合驱动智能假肢关键技术研究及产品研
发。《混合驱动智能假肢技术及应用》成果，
成功获得2020年度重庆市科技进步二等
奖，开创了重庆市高职院校获得重庆市科
学技术奖的先河。

该技术通过液压回路进行膝踝关节的
耦合与解耦，设计出液压阻尼式驱动与电
机主动式驱动的混合驱动假肢，解决了假
肢不能主动爬楼梯、上坡路和后退行走的
难题，实现假肢以最合适的方式进行运动，
大大提高了截肢患者行走效果和行走质
量。

该项研究成果克服了国内外假肢技术
的缺点，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
断。还获得川渝产学研创新成果一等奖1
项、中国技术市场协会金桥奖优秀奖1项，
所开发混合驱动智能假肢系列产品获中国
高新技术优秀产品和重点推广产品各1
项。至2022年底，已累计装配假肢1348
人具，产生上千万元的经济效益。

急倾斜煤层矿山开采技术：
填补相关技术空白，省时省力又省钱

自办学起，“煤炭”基因始终奔涌在重
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血脉里。近年来，
学校联合江津区政府，发挥多年深耕煤炭
行业的优势，与重庆煤科院等单位共建城
市机电与智能装备应用技术创新中心，开
展《基于多传感器数据融合的AGV避障研
究与应用》和矿山机电装备等科研攻关20
余项。

针对现行急倾斜中厚煤层机械化开采
难度高、工作面设备转移运输周期长等问
题，学校开展了“急倾斜中厚煤层轻型柔性
液压支架”“急倾斜中厚煤层无人采煤机”
等技术研发，采用全自动液压系统，实现了
自动化采煤、运煤、推移和支护，可使搬运
周期缩短至一半，且节省设备投入资金达
三分之一以上。此2项成果填补了国内急
倾斜薄煤层开采装备技术空白。

急倾斜煤层无人开采技术团队成功入
选市级科研团队，承担企业攻关、重庆市级
及以上科研课题60余项，授权24项国家发
明专利，目前已与西南地区煤矿企业落实
生产。

智能空气悬架系统：
让汽车生产与驾驶拥有更多“灵性”

为赋能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
业进一步创新与发展，汽车悬架系统的改
良成为众多科研人员的目标。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开发的智能空
气悬架系统，改变传统悬架一经设计成型
就无法调节的缺陷，通过智能感应车身高
度的变化，以压缩空气调节车辆高度、控制
弹簧和减震器，从而达到减震的效果。

可以说，智能空气悬架系统给予了汽
车更多的“灵性”。高速行驶时悬架可以变
硬，提高车身的稳定性；而长时间在低速不
平的路面行驶时，控制单元会使悬架变软，
以此提高车辆的舒适性。此项技术一举打
破国外空气悬架系统技术壁垒，成功实现
进口替代。

该系统现已广泛投入使用，每年产值
达1.6亿元，产生经济效益3810万元，有望
成为国内首款用于出口车型的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空气悬架。

教师带领学生调试汽车空气悬架项目的硬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