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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双城记”，教育“一盘棋”。在双城发展中，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主动把
推动学校内涵发展，放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场景中来谋划，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这个“一号工程”为统领，聚焦“两中心两高地”战略定位，紧密对接两地产业
发展需求，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大量高技能人才，提升社会服务水平，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重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提供具
有辨识度的“工职方案”。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联盟年会暨智能制造技术论坛召开

在协同发展上下真功
高效运行职教协同发展联盟

5月12日—5月14日，由重庆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承办的2024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
业教育协同发展联盟年会暨智能制造
技术论坛隆重举行，集中展示智能制造
及装备等领域的创新技术与最新产品，
进一步推动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在
制造业中的应用。

这是成渝两地协同构建现代职业
教育新体系，助力打造川渝世界级产业
集群的又一大动作。

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
重庆市教委与四川省教育厅共同成立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协同发
展联盟，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当选为
第一届轮值理事长单位和联盟职业教
育发展研究院主任单位。

完善机制，运行高效。自联盟成立
以来，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充分发挥
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学校和联盟理
事长单位的专业优势、人才优势、资源
优势、平台优势，牵头构建联盟“一院三
中心”等组织机构的激励与考核制度，
建立和完善专项建设资金管理办法和
激励机制，确保联盟高效有序运行。

强化平台，协同发展。学校与渝北
区、广安市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
展多层次科技合作与交流，推动渝北区
和广安市申报国家级产教融合城市，助
力渝北区、广安市职业教育发展。

互访交流，共享资源。学校与四川
地区20余所学校开展实质性交流与合
作，联合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打造国
家级教学资源库1个；开展校地、校企、
校校互访交流、学生互换等活动30余
次，签署共建共享合作协议50余份。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不断加强
务实合作，搭建了一系列合作平台、共
建项目、联动机制，推动联盟建设见实
效，成为支撑成渝两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新引擎。

在深度融合上下苦功
全面提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在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国家
需要什么人才，就培养什么人才”不是
一个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地落实在人才
培养上。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实施
“双元共育、分类培养、项目主导、书证
融合”四维一体等多种人才培养模式，
联合行业企业共同开发新行业、新职
业、新专业、新课程四位一体的标准体
系，将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
纳入教育教学，形成了产业变革、技术
变革与教学改革同频共振的良性机制。

为了让更多技能人才获得实战历
练，学校打造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
位、首批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重庆市智
能制造职教集团等10个省部级以上实
质性运行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项目；
建设长安汽车产业学院等11个具有混
合所有制特征的产业学院，教育链、产
业链、供应链、人才链与价值链实现有
机衔接。

与此同时，学校准确把握成渝两地
技术技能人才流动趋向，制订《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人才协同发展
合作共建实施方案》，通过建立健全合
作育人机制、实施信息平台共建工程
等，推动两地技术技能人才集聚。

近年来，学校先后承办和参与“智
汇巴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3届大学
生求职大赛、首届“川渝杯”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等多个赛项，促进成渝地区技能
人才交流，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深耕细作强技能，潜心育人结硕
果。据统计，近5年学生参加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获奖 56项，全国“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10项，
其他人社部国家级一类赛事获奖14项，
7名学生荣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称
号，毕业生就业率均在96%以上，学校
荣获全国职业院校育人成效50强。

在社会服务上下实功
有力支撑现代化新重庆建设

今年3月，长安、吉利汽车企业员工
喷涂技师培训认证第一期在重庆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车辆工程学院正式开班。

据悉，喷涂技师系列培训认证是由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车辆工程学院
主导，长安汽车、吉利汽车、雅图高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四方合作进行，培训内
容主要包括职业道德与喷涂安全、底材
处理方法等内容，共培训400人左右，充
分彰显学校汽车专业群的社会服务影
响力。

近年来，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车
辆工程学院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
群响应国家产业发展需求，构筑“三层
面、三保障”的“三三制”社会服务体系，
打通汽车专业群社会服务“最后一公
里”。这是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提升
社会服务能力的有力之举之一。

“社会服务工作是职业教育的一项
基本职能，也是推动产教融合的重要手
段。”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校积极落
实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的法定职责，搭
建“国家级、省级、校级”纵向三级和“技
能人才培训基地、职业技能评价组织、
长安汽车产业学院、老年大学、乡村振
兴学院、社区教育学院”横向六维的社
会服务平台，对接社会需求，加速服务
增能。

学校先后入选《中国职业教育质量
年度报告》“全国职业院校服务贡献50
强”2次、“高职院校服务贡献典型学校”
2次，获评2022年重庆市职业教育服务
贡献典型学校，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
产力、全力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中彰显职教担当。

新征程上，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将努力把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美好
愿景转化为“大有作为”的行动实践，聚
焦特色、放大优势、深化改革，进一步扩
面提质成渝两地职业教育“朋友圈”，为
唱好“双城记”、建好“经济圈”、助力西
部大开发作出积极贡献，增强职业教育
对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战略支撑。

谭茭 何黎黎 陈锐
图片由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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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首个国家级鲁班工坊
全国100余所高职院校借鉴

在坦桑尼亚阿尔迪大学校园内，
绿树掩映的实训楼里，“坦桑尼亚鲁班
工坊”几个大字赫然在目。

学校教授李红立指导学员进行建
筑工程虚拟仿真实训，一旁由重庆培
养出来的当地教师彼得·琳达，协助李
教授指导学员完成BIM设计，不时传
出学员们顺利完成后的惊喜声。

跨越山海，扬帆远航，鲁班工坊的
创新实践搭建了服务世界产能合作和
提升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创新载
体，打造了深化中外人文交流和共建

“一带一路”的亮丽品牌。
学校起步早、行动快、步子实，

2017年与中资企业坦桑尼亚联合建设
国际有限公司签订了友好合作协议；
2019年建立坦桑尼亚鲁班工坊，2022
年参与升级改造，形成了“产教同行、
标准引领、语技融合、质量并举”的校
（College）企（Enterprise）校（Col-
lege）合作新范式（C-E-C）。

学校搭建三方融合平台、建好专
业课程资源、深化培养模式改革。围
绕建筑工程技术等土建大类专业，面
向坦桑尼亚企事业单位，通过“中国+
坦桑尼亚”“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
开展技能型人才培训、学历教育和人
文交流等活动，已培养700余名坦桑
尼亚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

学校“鲁班工坊”建设模式（C-E-
C模式）被全国100余所高职院校借
鉴，在首届世界职教大会、中非职业教
育合作大会等国际会议发表主旨演
讲，共有50余个国家300余所单位10
万余人次受益，成果推广至20余个国
家。

数年间，学校通过鲁班工坊与世
界分享中国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专
业标准、技术装备和教学资源，在世界
舞台上留下了独具特色的“工程范
式”。

中泰职教合作重庆经验
凝结40余门高质量职业课程

尽管已经过去6年，但当初共建中
泰职业教育联盟的初心依旧清晰。

“充分发挥平台优势，加强交流与
沟通，为中泰双方企业提供高素质、国
际化人才……”2018年5月，在重庆市
教育部门和泰国职业教育委员会的指
导下，学校和泰国孔敬大学孔子学院
联合中泰两国院校和企业共同发起成
立中泰职教联盟。

联盟的成立不仅能有力拓展中泰
职业教育合作的深度及广度，而且正
契合了泰国大力推进4.0经济发展战
略。

在世界的期待和瞩目中，迈出职
教出海新步伐。

让眼界更有广度，开展“资源共建
共享”行动，加强标准输出，建立双边
远程教学中心和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建立国际混编师资团队库。让边界更
有深度，开展“大赛技能交流”行动，助
力专业建设，组织参加中泰技能大赛，

开展大赛培训。让境界更有温度，开
展“人才联合培养”活动，与泰方职业
院校联合开展“1+2”学历留学生人才
联合培养。

在联盟合作与担当中，结出互利
共赢的累累硕果。

开发多语种在线课程标准、题库
资源、视频资源等102个，其中2门获
评国家精品课程，建成国家智能制造
虚拟仿真实训基地1个。采用“1+2”
人才培养模式，联合培养机电一体化
和软件技术专业学生，目前已接收32
名泰国留学生在校学习。打造特色

“中文+职业技能”人文交流品牌项目，
培训智能制造等专业领域技术技能人
才近900名。

6年来，中泰职教联盟充分发挥平
台和桥梁作用，在促进中泰两国职教
合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泰项目先后入选教育部“中国—
东盟双百职校强强合作旗舰项目”“中
国—东盟高职院校特色合作项目”等
项目。课程建设经验在东盟教育部长
会议上分享，全球5万余名观众观看。
成果推广至泰国、老挝、马来西亚等17
个国家，促成40余门课程被泰国教育
部职教委认定为“高质量职业课程”，
已在学堂在线平台上线的课程学习点
击率达10余万次。

打造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样板校
为世界提供更多中国方案

事实上，鲁班工坊、中泰职教联盟
仅仅是重庆工程职院“职教出海”的缩
影，学校以更多“走出去”实践，让中国
智慧在世界舞台落地生根、蓬勃发展。

学校与莫斯科国立工艺大学（斯
坦金）签订合作办学协议，共同建设非
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智能制
造国际学院，是重庆市高职院校首个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学校与德国莱茵共同开展“中德
工业4.0产教融合项目”，在此基础上，
学校联合重庆高新区管委会、德国莱
茵TÜV，努力打造成渝地区乃至西南
片区的区域人才孵化库、产业发动机
和人才蓄水池。

每一个探索步伐，都足以彰显学
校国际合作的深厚实力。

多试点开花步伐稳健，学校先后
入选教育部“人文交流经世项目”“中
国—东盟高职院校特色合作项目”“中
德工业4.0产教融合项目”“未来非洲
计划”项目等12个试点院校。

多样化探索屡结硕果，学校获得
世界职业院校与技术大学联盟银奖，
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重庆市外事工
作先进集体等荣誉，连续6年获批“重
庆市丝路项目”，获批5项教育部语合
中心“汉语桥”项目、1项教育部语合中
心国际中文教育协作机制项目。

职教出海，勇立潮头，如今的重庆
工程职院正以腾云出海之势，努力打
造全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样板学校，
为重庆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示范
作用作出积极贡献。

文秀月 李佳佳 胡忠英
图片由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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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由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参与共建的坦桑尼亚鲁班工坊，被中国教育国际
交流协会认定为国家级鲁班工坊运营项目，这也是重庆首个被教育部认定的鲁班工坊。

毫无疑问，这是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在“职教出海”大潮中的又一次先行示范。
作为高等职业院校“国际影响力50强”，学校立足重庆、胸怀全域，构建了“文明互

鉴、三方共建、双元培养”的高职教育国际合作新路径—CEC产教融合共同体，入选了“人
文交流经世项目”等12个试点院校，建成了重庆首个高职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俄智能制
造国际学院等12个国际平台，国际化合作办学惠及17个国家66所国内外院校2万余名
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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