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2024全球

减贫伙伴研讨会上传

来好消息：重庆三峡

职业学院（以下简称

“三峡职院”）乡村振

兴学院减贫案例《“田

间学校”迭代升级“田

间学院”，持续育训助

农增收模式出海——

中国和斯里兰卡的农

业职业教育合作实践

案例》成功入选最佳

案例。

2024 年是共建

“一带一路”奔向下一

个金色十年的开局之

年，三峡职院荣获第

五届“全球减贫案例

征集活动”最佳案例，

意义非凡。

作为一所拥有87

年“农职教”底蕴的农

业特色高职院校，三

峡职院以助力乡村振

兴的育人品牌“田间

学院”为基础，瞄准海

外乡村人才培养的功

能性、适用性、协同性

问题，充分利用涉农

高职办学优势，创新

“一院三融五共”海外

人才培养路径，让职

业教育的“乡村方

案”，在国际舞台上发

出具有重庆辨识度的

“职教声音”。

厚植农职教办学积淀
开放怀抱提升优质学校吸引力

“把专业办到产业上，让课堂走到
田间去。”从2019年首个乡村振兴“田间
学院”在万州区白土镇大林村挂牌成
立，到“稻渔学院”“李子学院”“古红桔
学院”等16所“田间学院”遍地开花，三
峡职院用行动践行着“把职业教育办到
三峡库区农村的田坎上、农民的心坎
上、农业的命脉上。”

作为三峡职院助力乡村振兴的育
人品牌，“田间学院”已纳入教育部、重
庆市人民政府《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改革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实
施方案》中。

“在对内服务区域发展，支撑产业
发展的同时，职业教育‘走出去’办学是
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是
职业教育助力大国外交的应有之义。”
三峡职院党委书记谈建成强调。

三峡职院组建由国家教学成果奖
获得者、金砖国家技能大赛暨国际赛裁
判长等组成的专家团队，为“田间学院”
出海奠定团队基础；以《“乡村学院”助
振兴：“全科农民”游教模式改革实践》
等市级重大重点课题为引领，凝练出版
《乡村振兴“田间学院”教学探索与实
践》专著，为打造职教出海品牌夯实理
论基础。

学校对茶叶加工、农机维修等9个
品牌专业进行国际化升级，连续3届承
接缅甸籍学生来校攻读涉农专业全日
制大专，承接20名斯里兰卡留学生在校
学习。

2023年6月，布隆迪、赞比亚教育
部相关人员一行6人来学院学习田间技
能；学校与斯里兰卡共建“梁家河领导
力学院”；与斯里兰卡职业技术大学达
成共识，在留学生互派、学术交流、产教
融合等方面开展乡村振兴的深度合作。

2023年9月，尼泊尔考察团来到学
院，接受乡村技能培训，签署《共建“田
间学院”备忘录》，书写中尼合作育人新
篇章；同年12月，学校面向西部陆海新
通道举办的首届国际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组织来自共建“一带一路”沿线16个
国家、80支队伍、500余名涉农专业学
生来校参赛。

今年1月，斯里兰卡50名学员来到
学院参加为期7天的短期培训，学院围
绕智慧农业、预制菜产业、产业振兴、农
文旅融合等内容展开研学育人。

步履铿锵，见证发展。开放办学持
续提升学校吸引力的同时，三峡职院也
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

突破关键性瓶颈
构建海外和美乡村人才培养新模式

“我们与重庆市政府和重庆三峡职
业学院签署协议，为斯里兰卡成百上千
的家庭提供职业培训，包括对从事渔业
的家庭进行培训。”今年4月下旬，在央
视《高端访谈》栏目中，接受采访的斯里
兰卡社会赋能及乡村振兴国务部长阿
努帕·帕斯夸尔对重庆和重庆三峡职业
学院给予充分肯定。

真心肯定源自真诚投入。

2022年6月，三峡职院与斯里兰卡
社会赋能与乡村振兴国务部、斯里兰卡
梁家河领导力学院、斯里兰卡职业技术
大学、斯里兰卡农业企业合作共建乡村
振兴田间学院。打造建立乡村旅游、观
赏鱼养殖、畜牧产业、茶业技术、食品加
工、植物保护等6个育训基地，并派出
19名教师，手把手、面对面地传授现代
农业技术。两年间，共培训各类技术技
能学员653人次，有效助推斯里兰卡农
业发展。

斯里兰卡乡村振兴田间学院背后，
正是三峡职院创新突破海外乡村人才
培养瓶颈的创新实践。

三峡职院针对海外乡村人才培养
平台单调、功能单一、供需不配、互动困
难、合作松散、效能涣散等难题，创新提
出“一院三融五共”海外人才培养新模
式。

“一院”即“田间学院”出海，赋形和
美乡村人才培养平台。2019年以来，学
校先后在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创建

“学历提升型”“技能培训型”“数字赋能

型”“产业塑造型”等海外田间学院5所，
为和美乡村人才培养搭建高质量出海
平台。

“三融”即“语技融合”“育训融通”
“科教融汇”，牵引和美乡村人才培养，
以“学历+培训”锻铸和美乡村人才技能
培养与职业素养提升，以“数字+教育”
融汇教学过程与科研进程，助推和美乡
村人才培养。

“五共”即由学校牵头国内外职业
院校，联合教育国际化智库专家、国际
交流组织、政府机构、国内外企业等多
方力量，实现和美乡村建设国际化发展
对策共商，和美乡村建设人才共育、和
美乡村建设指挥中心共管、和美乡村建
设国际化标准体系共建、和美乡村建设
国际化资源和成果共享。

走向深层次辐射引领
扩大具有重庆辨识度的出海朋友圈

2024 年 1月，三峡职院牵头成立
“国际数字乡村振兴职业教育联盟”，来

自斯里兰卡、老挝、泰国等国的150余人
参会；组织联盟的国内近50所职业院
校、企业成员单位从人才培养、产教融
合、智库建设、文化交流等领域“抱团出
海”，推进乡村振兴国际化，创建了“品
牌牵引、标准先行、机制护航”组团出海
新模式，得到了尼泊尔、布隆迪、赞比亚
等国家领导人、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

打造具有重庆辨识度的国际化职
教品牌，三峡职院的前进步伐愈加清
晰。

作为《农业职业经理人》等多项国
家标准、地方标准的制定单位，三峡职
院积极开发人才培养的“和美乡村”标
准，牵头制定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
的斯里兰卡、埃塞俄比亚、老挝等国际
职业标准47项，在更深层次、更长远上
扩大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持续做大减贫发展的“职教出海”
平台，做大“抱团服务”朋友圈，三峡职
院还将不断扩容“国际数字乡村振兴职
业教育联盟”，争取国内外200余所职业
院校、相关企事业单位加入。

学校探索形成可复制、可借鉴的和
美乡村海外人才培养模式，把农业职业
教育办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种植
园中、农民家中。学校还将联合合作国
院校、企业、行业、国际交流组织等多方
主体，聚焦和美乡村标准建设，针对合
作国乡村产业、乡村治理、乡村生态、乡
村文化等实际需求，紧扣合作国国情政
策、宗教信仰、传统文化等社会属性，施
行“按需落地、语言牵引、因材施教”育
训策略，推广“田间学院”出海办学模式。

接下来，学校还将系统打造“田间
学院”海外“十百千万”工程。即推动观
赏鱼智能养殖产教工程、盐碱地高产杂
交水稻种植孵化基地、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培育计划等10大项目，共同开发和美
乡村人才标准、职业标准、课程标准及
和美乡村建设标准100项以上，长期派
员到合作国“驻乡帮教、下田指导”，累
计达到派出量1000人以上，使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1万户村民受益。

文秀月 覃燕
图片由重庆三峡职业学院提供

农林科技学院温康老师为斯里兰卡留学生进行园艺技术专业授课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田间学院出海 打造具有重庆辨识度的国际化职教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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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重庆

财经职业学院与重庆

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

司共建的重百现代产

业学院揭牌成立。校

企双方将创新合作机

制、扩展合作领域，共

同培养具有高素质的

数字零售人才。

重百现代产业学

院的成立，不仅是对

当前产业升级和人才

需求的积极响应，也

是对未来教育模式和

产业发展趋势的深刻

洞察，标志着重庆财

经职业学院在产教融

合、协同育人方面再

上新台阶。

长期以来，重庆

财经职业学院始终坚

持走产教融合内涵式

特色化发展道路，主

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

和区域产业体系，不

断优化打造适配区域

产业结构和人才需求

的专业布局和产教融

合新格局，推动产业

链、创新链、人才链、

教育链“四链”深度融

合，助力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新模式建设，

努力为服务中国式现

代化提供更加强劲、

更可持续的支撑力、

贡献力。

以产定教
全面优化专业布局结构

今年6月，重庆市教育评估院公布
《关于第二批重庆市高等职业教育专业
和课程试点认证申请受理名单的通
知》，重庆财经职业学院大数据与财务
管理专业、《管理会计》课程分别成功通
过第二批专业三级试点和课程二级试
点认证申请受理。这意味着大数据与
会计专业群的人才培养质量将向更高
水平更高质量攀升。

专业是职业院校发展的基石，专业
建设水平直接影响职业院校办学质量
及人才培养质量。而在职业教育的专
业设置中，“产业”是个绕不开的关键
词。

“随着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学校专
业设置会随之动态调整，布局新兴专
业、紧缺专业，改造传统专业，拓展专业
方向，‘强身’与‘瘦身’结合，打造形成
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专业体系。”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重庆财经职业学院主动求
变、科学应变，紧密围绕国家战略、服务
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了以大数据
与会计、市场营销为龙头，以金融服务
与管理专业群、旅游管理专业群为特
色，以关务与外贸服务专业群、计算机
应用技术专业群为重点的“两领先两特
色两重点”的高水平专业群。

同时，学校精准对接重庆市特色优
势产业发展，进一步布局物联网应用技
术、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融媒体技术
与运营新专业，专业结构不断优化，对
接产业更加紧密。

如今，重庆财经职业学院专业设置
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发展势头喜人，
也给广大学子更多信心与底气。大数
据与会计、市场营销专业获得国家级骨
干专业认定、物流管理专业通过市级骨
干专业验收，大数据与会计、计算机市
场营销、物流管理和投资与理财专业立
项教育部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
文秘、投资理财、财务管理和会展与策
划、市场营销、证券实务专业立项市级

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大数据与会
计、电子商务和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获
得市级双基地建设项目立项，大数据与
会计专业获得重庆市高等职业教育校
企合作示范项目。

以产促教
塑造产教融合多元形态

2023年以来，全国文旅强劲复苏。
面对市场不断涌现的文旅新业态，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旅游管理专业群与
永川区政府、城口县政府深化政校合
作，与欢乐谷主题公园、同程旅行等多
家单位密切联动，通过共建产业学院、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开发优质教学资
源、共组双师教学团队、开展社会服务
等方式进行全方位合作，形成了校企跨
界、协同育人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的

“五育融合、四维支撑”的产教融合发展
模式，精准培养高端技术技能型旅游人
才，为文旅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引
领和人才支持。

据统计，重庆财经职业学院近四届

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率由90.21%
提高到96.28%，就业对口率由56%提高
到89%。

数据的不断增长，折射出重庆财经
职业学院不断深化产教融合的孜孜追
求。

随着现代化产业不断升级，国家对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愈加迫切，
打通产教融合关键节点的重要性日益
凸显。如何让产教融合路走得更宽更
稳？

眼下，重庆财经职业学院正在破题。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必然选择。学校聚焦‘一体、两翼、五
重点’部署，对接区域发展、产业升级，
紧扣共同体建设、产业学院建设、实习
实训基地建设，谋划推进‘五金’新基
建，全面提高新商科人才培养质量。”学
校相关负责人表示。

面向重庆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
群体系，重庆财经职业学院主动对标现
代生产性服务业、新一代电子信息制
造、软件信息服务等产业发展需求，完
善校企深化合作机制，引入社会要素推

进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形成
“一区、一园、一企、一院”的产教协同育
人模式，做到“办一个专业群，兴一方产
业，活一方经济”。

以数字经贸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重庆市软件信息服务产教联合体为载
体，重庆财经职业学院联合企业，建设
重庆百货、智慧财经、智慧文旅、永辉
1933等产业学院；邀请企业入校，建设
重百职工培训中心，建成市级新媒体电
商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
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商品展示技术职
业技能集训基地。

近年来，学校建成六大产业学院，
建成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15个、立项市
级现代学徒制2项，建成国家级校企生
产性物流实训基地1个，建成市级产教
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
10余项，产教融合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拓
展，培养出一大批能满足区域产业发展
和产业链关联企业需求的高层次技术
技能人才。

以教助产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对接城口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学校
成立城口乡村振兴旅游产业学院，面向
下岗职工、退役军人、新型职业农民等，
开展送教上门，“一院一案”量身定制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为当地产业发展培养

“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带得动”的乡
土人才。

对接永川区松溉古镇旅游产业发
展，成立松溉旅游产业学院，与松溉镇
人民政府、松溉古镇文化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三方共建共管游客服务中心，组织
学生在松溉古镇景区为游客开展现场
解说服务工作，夯实学生职业技能的同
时助力古镇旅游服务提档升级。

结合城口县特色产业，集合“政校
行企”四方力量，赴城口县村社开展《非
遗大漆髹饰技艺》课程培训，复兴地方
特色漆艺产业、振兴漆艺文化传承，引
导当地群众走特色兴农致富之路。

这些都是重庆财经职业学院强化

职教赋能，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在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浪潮

中，作为科技、产业、创新、人才的重要结
合点，职业教育被赋予了新的使命——
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服务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新时代呼唤职教新作为。重庆财
经职业学院挺膺担当，围绕国家重大战
略、聚焦重庆和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急
需，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将发
展职业教育的方向置于更广维度。

2019年以来，重庆财经职业学院先
后建立秀山电商、城口旅游、蔡家特色
农业等7所乡村振兴产业学院，全力服
务乡村振兴。学生余乐创办城口南娅
生态农业开发公司，杨志波等学生创办
乡村旅游度假区等特色产业项目，带动
当地300余人就业。

2022年，学校与老挝巴巴萨技术学
院共同成立“一带一路”电商乡村振兴
学院，为老挝培养通晓中国标准，符合
老挝需求的国际化电商人才，为老挝农
业农村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与“重庆智
慧”。

同时，学校抢抓“构建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历
史机遇，以高水平学校、高水平专业群
建设为抓手，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
道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紧紧抓住战略
机遇，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财经
职业教育联盟”工作落实落细，促进成
渝财经职业教育相向共兴……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以高度的政治
自觉、有力的行动举措、扎实的实际成
效，不折不扣落实好党中央作出的战略
部署，在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上不
断展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探索出职
业教育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财范式”。新征程上，重庆财
经职业学院将继续发挥特色优势，深化
产教融合，以奋斗创造实绩，写好职业
教育服务国家大局的璀璨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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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产教深度融合 打造区域经济发展“人才引擎”

学生在实训室实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