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重庆市工

艺美术学校建校七十

周年。

七十载薪火相

传，弦歌不辍。七十

年来，重庆市工艺美

术学校始终扎根教育

沃土，以服务国家发

展和社会进步为己

任，铸就了“特立工艺

美术，造就技能精英”

的办学特色。

一代代“工美人”

砥砺奋进，务实拼搏，

不断创造新成就、新

辉煌，推动学校成为

重庆中等职业教育的

一面旗帜，在助力九

龙美术半岛建设、推

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改革中尽显“工

美担当”。

栉风沐雨七十载
书写一部艰苦创业奋斗史

在历史的长河中，七十年或许只是
短暂的一瞬，但对于重庆市工艺美术学
校而言，七十年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奋
斗史诗。

回溯时间长河，翻开历史画卷，重
庆市工艺美术学校前身最早可追溯到
20世纪50年代初，以三十三中学之名，
育英才于巴山渝水间。

1977年，学校兼并黄桷坪“五七”民
办中学。1982年，乘着改革开放的春
风，学校开办职业教育。1993年，学校
更名为四川省重庆市工艺美术职业高
级学校，转型为工艺美术之学府。2004
年，更名为重庆市工艺美术学校，全面

开启工艺美术教育新纪元。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重庆市工艺美

术学校，历经了艰苦初创、探索实践、发
展壮大的历程，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和深
厚的底蕴，“德美育人、技艺立人”的办
学理念，“工精艺巧、学行兼美”的校训，

“尚美致用、德艺双修”的校风，“艺高德
美、爱生乐教”的教风，“学艺修身、自尊
自强”的学风，成为工美人宝贵的精神
财富。

独特的精神品质和优秀的办学传
统，支撑和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工美人”
满怀豪情、艰苦创业，义无反顾投身职
教事业，创造办学佳绩。市级重点中等
职业学校、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重庆市中等职业发展改革示范学校、双
基地和高水平骨干专业项目建设单位、

双优学校优秀建设单位等殊荣接踵而
来，绘就职业艺术教育华美篇章。

七十年风雨兼程、弦歌育栋，七十
年春华秋实、桃李芬芳。今天的重庆市
工艺美术学校，莘莘学子精于习学、志
于技艺、求于工巧，10余万名技能型艺
术人才从这里走出，伫立于工艺美术领
域，矢志服务国家和社会。

凝心聚力谋发展
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

作为职业教育的基础教育，中等职
业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进程中大有可为。

进入新时代，作为西南地区唯一一
所以工艺美术命名的中等职业学校，重

庆市工艺美术学校保持定力，将人才培
养、教学改革和社会服务置于国家战
略、地方需求和产业发展的大场景中，
坚定不移办好高质量中职教育。

围绕产业做文章，以大格局谋划教
育。在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学校全力打
造“金专业、金课程、金师资、金基地、金
教材”，全面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和
吸引力。

课赛融合求突破，以大视野办好学
校。学校推进岗位标准与专业标准相
衔接，开展理实一体化课程教学；将课
程设置与企业岗位、职业标准、技能竞
赛等融合一起谋篇布局；构建“三教”改
革机制，与企业和高校形成“三师共育”
教学模式，从根本上强化学生技能学
习。

“五美”育人下功夫，以大情怀教好
学生。学校以“以美育人，以技立人”为
宗旨，创新提出“五美”育人模式，着力
培养学生“美品、美形、美情、美艺、美
劳”，塑形铸魂，以艺术美育浸润学生心
灵。

服务社会出实招，以大担当坚守使
命。学校与俄罗斯、老挝、坦桑尼亚等
国家职教同行的交流合作，致力于职教
出海；紧跟黄桷坪艺术半岛建设方向，
积极物化景观设计打造，融入区域发
展；与陶家镇、九龙镇、陈家桥街道、金
刀峡镇等深度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七秩工美初心不改，昔日乘风破
浪，今朝勇立潮头，在“建设扎根重庆、
辐射西部、享誉全国、工艺美术特色鲜
明的中职学校”的征程上，学校不断迈
出了新步伐、实现新跨越、取得新发展。

再启新程续华章
发挥优势铸就职教典范

“双优”项目以“优秀”等级通过了
市级终期绩效评估；动漫专业成功申报
市级中高贯通人才培养项目；《培育“五
美”时代新人：“五融”美育浸润行动体
系构建与实践》被确定为2024年重庆市

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重点培育项目，中
国教科院九龙坡教育强国试验区试点单
位、重庆市综合高中首批试点学校……
眼下，重庆市工艺美术学校万舟竞发，
谱写了一曲曲职业教育的盛世高歌。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更高的目
标、更多的挑战、更大的责任，重庆市工
艺美术学校怀揣70年前种下的梦想，秉
持“育英才以成器，辅师长以精进，树职
教之典范，求普教之新路”宏愿，锐意革
新办学之道与授业之法，探索巴渝工艺
特色，创新普职融合新路，与国内外艺
术学府及业界巨擘携手并肩，在加快建
设教育强国中实现职业教育的新使命。

学校将集全校师生之智勇，汇八方
资源之精粹，做强做优工艺美术、动漫
游戏、艺术设计、工业设计、虚拟VR等
专业，努力将学校打造为五个中心：艺
术教育的示范基地，艺术作品的展览中
心，艺术设计的体验中心，传统文化的
传承中心，现代技术的融合中心，完善
学校教育、展示、传承、服务、辐射五项
功能，续写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辉煌篇章。

七秩风华正青春，砥砺奋进新征
程。七十年再出发，重庆市工艺美术学
校传承善于办大事，能够办成事的品
质，锚定目标，植优补短，尽锐出征，“工
美人会把九龙半岛上这颗小而精的艺
术明珠办得更好更靓，为九龙坡区域发
展增光添彩。”学校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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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山区，阿蓬

江畔，在黔江的绿水

青山之间，一所处于

昂扬奋进中的中职学

校正璀璨闪耀，这就

是黔江区民族职业教

育中心（以下简称“黔

江职教中心”）。

这所重庆市唯一

以民族命名的国家中

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示范校，坚持把职业

教育“大有可为”的殷

切期盼转化为“大有

作为”的具体实践，以

建设服务区域发展的

民族地区职教名校为

定位，充分发挥自身

得天独厚的区位优

势，把“山区强县富

民”“现代化新黔江建

设”“高技能人才培

养”等责任扛在肩上，

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

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之路，成为武陵山

职业教育的一面鲜亮

旗帜。

守住绿水青山
当好乡村振兴的加油站

“养牛有哪些新技术和最新饲养方
法？”“牛的饲草饲料有哪些讲究？”“肉
牛场怎么防控疾病？”……

面对养殖户的一连串追问，西南大
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讲师付树滨一一
解答，为养殖户指点迷津、传经送宝。

“专家细致耐心地讲解，让我们更好地
掌握了科学养殖技术，对养牛也更有信
心了。”黔江区的肉牛养殖户乐开了花。

发生在武陵山乡村振兴学院鲁渝
协作专技人才培训班上的这一幕，正是
黔江职教中心以实际行动提升农民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赋能乡村振兴的一个
缩影。

作为重庆市乡村振兴综合试验示
范区，黔江区正在积极探索山区强县富
民的现代化新路子。

在新的时代坐标中，如何发挥职业
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是黔江
职教中心必须答好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黔江职教中心以“立足黔
江区、服务渝东南、辐射武陵山”为发展
定位，充分发挥人才培养与培训、资政
研究、产业帮扶、校地合作四大功能，在
广袤的乡村舞台上，精心勾勒乡村振兴
的宏伟蓝图。

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2022年
5月，武陵山乡村振兴学院在黔江职教
中心正式挂牌成立。该学院实行“一部
两点”办学模式，以黔江职教中心为本
部，重庆旅游职业学院、重庆经贸职业
学院根据优势专业设置教学（培训）点，
面向高素质农民、致富带头人、乡村治
理人才等培训对象开展肉牛、食用菌、
电商等15类技术培训，为助力乡村振兴
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几年来，学校陆续建成5所新农学
校、重庆市乡村干部培训基地，累计开
展技术技能人才培训等150余期，达2
万余人次，培养了100余名典型学员；派
驻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对口帮扶小南

海村，构建“公司+合作社+农户”发展模
式，培育油茶、吊瓜子等产业，增加集体
经济，助力产业振兴，让山水中的含金
量慢慢变现。

黔江职教中心把“矢志不渝、久久
为功”的信念，转化为脚踏实地、持续奋
斗的行动力，确保乡村振兴的每一步都
走得稳健而有力。学校荣获重庆市职
业教育服务贡献典型学校，《我的课堂》
获评教育部“乡村振兴你我同行”50个
优秀典型案例短视频之一，并在全国典
型案例总结会上进行首播，真正做成职
业学校服务乡村振兴的黔江样板。

紧贴区域发展
打牢产教融合的硬底子

黔江鸡杂，是重庆市“非遗”美食，
也是黔江重点打造的地域特色产业。
如何打响叫亮黔江鸡杂品牌，让这一地
方美食走出重庆，走向世界？

2021年，黔江职教中心顺应地方发
展需求，成立鸡杂产业学院，与行业企
业深度合作，开发校企合作课程，打造
产学研服务平台，实现政、企、校共同参
与，产、学、研一体推进，助力地域美食
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这样的产教融合项目，在黔江职教
中心还有很多。

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它与
产业发展、城市建设有着密切的内在联
系。当前，黔江区正奋力建设“渝鄂湘
黔边际区域中心城市”，同时积极融入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和“大武陵”区
域旅游发展。

因此，在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过程中，黔江职教中心以区域发展战略
实施为引领，坚持与产业发展、城市建
设融合发展，积极构建“一团一园五学
院七基地”产教融合模式，推动形成职
业教育与城市发展互利双赢的大好局
面。

据了解，黔江职教中心汇聚武陵山
乡村振兴学院、黔江鸡杂产业学院、武
陵山数字媒体现代产业学院等“五学
院”合力，高标准建设国家级高技能人
才培训基地、汽车维修产教融合实训基
地等“七大基地”，促进教育链、产业链、
供应链、人才链与价值链有机衔接，实
现围绕产业、办好专业、助力创业、促进
就业“四业融合”。

例如，围绕“33618”现代制造业集
群体系，学校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智
能网联汽车等特色专业，通过校地共建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计划建成渝东南规
模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店，实现教育、经
济和社会价值的共赢。

再如，围绕黔江建成市级区域医疗
中心的目标，学校全力筹建中医护理专
业，规划与黔江区中医院组建“中医护
理班”、与黔江中心医院组建“口腔护理
班”、与黔江舟白卫生院组建“社区护理
班”、与黔江民族医院组建“康养班”，与
市内医药专科学校建成“3+3”人才培养
模式，努力培养适合区域医疗卫生事业
发展的护理人才。

黔江职教中心凝聚政、行、企、校工
作合力，以多元办学塑造产教融合新形
态，让职业教育成为城市繁荣、产业兴
旺的有力支撑。

提高办学水平
做好人才培养的大文章

数控专业毕业生阮文玉在全国首
条中欧班列担任列车司机；汽车运用与
维修专业毕业生韦显武在黔江自主创
业开设百当汽车维修中心；旅游专业毕
业生陈放考入重庆师范大学，研究生毕
业后成为一名高校教师……

在黔江职教中心，“技能改变人生”
的精彩故事不断上演，一批又一批学子
从这里走出，走向更广阔的人生舞台。

全国教育大会强调，要构建职普融
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
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
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是职业教育的出
发点，也是最终归属。

作为地处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
远山区的一所职业学校，黔江职教中心
始终秉持让山里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优质职业教育的办学理念，聚焦内
涵建设，围绕夯实中等职业教育“五金”
新基建，苦练内功，着力提升教育教学
质量，让学生“升学有路、就业有门”。

学校以教学关键要素推动职业教
育大改革：围绕产业需求，聚焦区域发
展，动态式优化专业设置，打造“金专

业”；实施高质课堂孕育行动，扎实推进
“课堂革命”，渐进式推进课程改革，打
造“金课程”；构建教材制度体系，进阶
式开发教材及资源，打造“金教材”；实
施雏雁、青雁、鸿雁、头雁“四雁工程”，
阶梯式培养教师队伍，打造“金师资”；
围绕人才培养需求，探索产教研融合育
人机制，增量式建设实训基地，打造“金
基地”。

同时，通过设立普通班、升学班、3+
2专科班、3+4本科班四种办学层次，建
立健全多形式衔接、多通道成长、可持
续发展的梯度人才培养体系，让不同禀
赋和需要的学生能够多次选择、多样化
成才，让职业教育的腰和脊梁真正挺起
来立起来。

数据显示，黔江职教中心先后荣获
了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教师教学创新团
队、精品在线课程、规划教材、高技能人
才培训基地等29项“国字号”荣誉，荣获
重庆市双优A类中职学校、重庆市职业
教育服务贡献典型学校和重庆市中小
学校党建“双创”单位等“市级”标志性
成果327个。中心年均为各行各业输送
实习就业学生近 3000 人，就业率达
98%以上；学生参加国市级技能大赛、

“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科技创新大
赛共获奖120余项；职教高考本科上线
人数连续8年居全市第一。

回眸过去，黔江职教中心的每一个
高光时刻都仿佛是一道耀眼的光芒，让
学校办学实力清晰可见，更折射出黔江
职教中心对于人才培养质量近乎苛刻
的孜孜以求。面向未来，学校将持续实
施党建领校、依法治校、以德厚校、专业
立校、质量兴校、品牌强校六大工程，形
成“中高一体化”协调发展、“农文旅融
合”特色发展、“产城教融合”多元发展
的职业教育新模式，奋力在国家职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作为、实现新突
破、迈上新台阶。

谭茭 陈锐
图片由黔江区民族职业教育中心提供

黔江职教中心教师（左二、左三）在2024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
新大赛智能网联汽车应用技术赛项全国总决赛中斩获一等奖

黔江区民族职业教育中心

立足山区强县富民 当好武陵职教排头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