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坐落于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节点和战略支
点——永川区，置身西部职教基地，学
校发展既颇具优势，又面临挑战。

作为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
位、重庆市优质高职院校、重庆市“双
高”院校培育建设单位，全国民办教育
先进集体。如何打好特色牌、打出优
势牌？

乘着“双高建设”东风，学校以“智
能引领创新发展，科技创造美好生活”
为引领，紧贴产业需求，产教深度融
合，助力重庆建设成为全国有志青年
学习一技之长的首选地。

打好人才培养“特色牌”，学校主
动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

“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依
托永川国家现代制造业基地、西部职
教基地，以“人工智能+”赋能，构建起
以“智能”为特色的智能制造、智能信
息、智能车辆、智能建造四大专业群，
以“智慧”为特色的智慧财经、智慧教
育、智慧康养、智慧创意四大专业群，
全面推进教育部现代学徒制等人才培
养新模式，承担教育部产教融合对口
就业育人项目14项，学生荣获中国国
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金奖等省部级以上

奖项1000余项。
打出产教融合“优势牌”。学校着

力构建“四链”融通新路径，主动对接
地方主导产业，“政园行校企”五方协
同共建，与两江新区、永川区、云谷大
数据产业园和头部企业等共建“双驱
动、六协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
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
有机衔接，打造校企双元主体合作共
赢样板。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着力打亮“国
际牌”，主动对接服务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构建“以
东盟国际学院为办学实体，以中外合
作办学专业为载体，以国际实训基地
建设为手段，以国际技能竞赛为突破，
以举办国际论坛为特色，以国际合作
项目为抓手”的“1+5”“职教出海”新范
式。获得金砖国家职业技能竞赛等国
际技能竞赛奖项20余项。

打好“三张牌”，发展新突破。近
年来学校培育了一大批德技并修的高
素质人才。荣获全国样板支部、教育
部人工智能生产实训基地和工业机器
人协同创新中心等200余项国家级和
省部级标志性成果。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打好“三张牌”培育更多德技并修之才

重庆工程学院
党建引领 持续擦亮“四个特色”名片

重庆工程学院项目式课堂教学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研发无人安防巡逻车亮相高博会

德普外国语学校充满青春朝气的棒球运动员

秀山育才中学校园全景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与企业共育技术技能型人才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学生在实战项目中锻炼成长

产教融合作为推进“教育、科技、
人才”一体发展的重要举措，为应用型
本科高校开展人才培养指明了目标与
方向。

根据自身办学定位和办学实际，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不断探索产教融合
背景下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之路，
充分发挥各二级学院优势，开展多种
形式的“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初步形成了“一院一特色，一院一
品牌”人才培养格局。

以校企定向培养为核心，为企业
精准输送对口人才。学校建筑管理学
院主动适应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在工
程造价、工程管理、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等专业的大四阶段，联合行业百强企
业举办“铂码班”“求精班”“数字孪生
营”“BIM实验班”等多个细分专业定
向特色班，已培养出700余名毕业生，
获批教育部协同育人项目2项，重庆市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大和重点项
目各1项，重庆市一流本科课程8门。

以校企多元共建为抓手，建立应
用型人才培养平台。学校经济管理学
院与新道科技公司共建多专业融合商
科综合实践教学体系——“大经管生
态圈”，形成“一厅二群八中心九大系
统”，已完成实训98期，惠及学生1.5

万余名，培养30余名骨干教师。双方
还共建了集慕课、翻转课堂、线上线下
融合等多种教学方式于一体的实践教
学模式，申报成功5个教育部协同育人
项目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校企融合
虚实一体化”市级实践教学平台，训练
的ERP学科竞赛团队在重庆赛区获得
九连冠，在全国大赛中3次获得冠军。

以多校联合、校企合作为突破，创
新土建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学校建筑
与土木工程学院和建筑管理学院发挥

“大土建”专业群集聚效应，构建了“多
专业融合”“产学研融合”的双融合人
才培养模式。联合重庆文理学院、西
南民族大学及学校9个土建类优势专
业，推进基于智慧化、智能化、数字化
的传统土建专业升级，形成智慧建造
与城市更新专业群，构建能够适应未
来的大土建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平
台，成功申报重庆市“产教融合特色优
势专业群”市级平台建设项目。

此外，学校以产教融合改善各级
治理结构，通过聘用企业专家、高管等
担任二级学院领导、系主任等，优化理
事会人员构成。与川渝地区各类大中
小型企、事业单位建立校企合作关系，
为学校的实践教学和学生的就业创业
打下深厚基础。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打造产教融合新范式 构建“一院一品”人才培养格局

在第四届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成
果展示大赛总决赛中，秀山育才中学
学子大放异彩，刘益、吴婷、白云飞等9
名学生凭借扎实的科学素养、出色的
综合实力，斩获全国一等奖。

这些学生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赛
最前沿的秘诀是什么？开辟科创教育
新赛道，创新科创育人新方式，培育特
色发展新优势，是学校给出的回答。

学校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玉忠
进校作科创报国的报告，在王院士引
领下，建立了全县唯一一个Steam科
创室；携手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
流中心开设了全县唯一的科创班，并
从该中心引入4名老师驻校任教；广泛
开展编程、机器人、无人机、极限冰壶
等科创竞技项目，搭建起展示科创能
力的平台……这些举措不仅点燃了学
生心中的科创星火，更助力学校在短
短一年时间里，收获了9个全国一等
奖、40个重庆市一等奖。

科创教育的生根发芽，是学校精
心育人、特色发展的一个缩影。地处
渝、鄂、湘、黔四省（市）交界处的秀山
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外出务工人员数
量庞大，留守儿童占比约为20%。秀
山育才中学办学20多年来，一直致力

于回应民生需求，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发展
之路。

学校积极推进德育管理、法治教
育、家校共育等工作，优化农村留守儿
童管理体制，通过“校车接送到乡镇”

“24小时就医服务”“爱心妈妈贴心管
理”等特色举措的落地落细，为他们撑
起一片爱的天空。学校被司法部和中
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授予“全国
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零犯罪学校”，被
中国教育学会认定为“全国家校共育
研究基地”，被重庆市教委和妇联授予

“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管理示范学校”。
学校以“养一身好习惯，说一副好

口才，练一手好汉字，写一篇好文章，
有一门好特长”的五好特色教育培养
学生综合素质，创新“生本课堂”教学
模式，通过“导学议展讲检”六步教学
法引领教改，取得了一系列佳绩，先后
获得“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
重点课题研究先进单位”“全国作文教
学先进单位”等殊荣，让优质教育之光
照亮孩子未来，推动秀山以及周边区
县的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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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山育才中学
点燃科创星火 智启孩子精彩未来

校企共建技术创新中心7个、跨企
业培训中心16个；企业员工与师生共
同研发技术成果17项，授权发明专利
32项；学生在产业园工学交替年均
5000余人……

一组数据，折射出重庆交通职业
学院在深化产教融合，培养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的稳健步伐。

“建强卓越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
队伍，让重庆成为全国有志学生获得

‘一技之长’的首选地。”以全国和全市
教育大会精神为指引，重庆交通职业
学院持续创新路径、搭建平台、完善标
准，推动产教融合迈向纵深，为打造具
有重庆辨识度的职业教育体系贡献新
力量。

本着校企双方“各取所需、协同育
人”的共同愿景，学校建成建筑面积7
万余平方米的特色校企产业园，吸引
入驻智能制造、智能建造、智慧交通等
关联企业18家，与一批专精特新企
业、高新企业、产教融合型企业、科技
型企业实现“双元”育人。

产教融合不仅是校企双方的简单
牵手，更要着力破解产教“两张皮”，
解决产教两端需求脱节等诸多堵点、
痛点。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把“学生是否
获益以及获益程度如何”作为评判产
教融合成效的基本标准和落脚点，搭
建“三室两厅”产教融合平台，真正实
现产教深度融合。

学校整合园区产业、职教集团以
及长期合作的企业优势资源，形成“企
业办公室、学生教室、技术创新室”三
室，和“企业生产大厅、实训大厅”两厅
共同构成的产教融合实体化运作新平
台，赋能学生技能提升、技术研发创
新、企业创收增值，真正实现校企合作
双赢。

近年来，学校学生在各级各类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奖近300项，学
校连续5年进入《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
竞赛榜》高职百强。

向内实现校企双赢的同时，学校
也紧抓“职教出海”机遇，助力讲好中
国职教故事。校办企业渝交重工机
械有限公司在俄罗斯注册成立分公
司，与俄罗斯头部矿业公司达成实质
性交易；通过教师海外研修基地，认
证AHK德国双元制培训师 131 名，
IHK培训师 58名、AHK认证考官 8
名，110余名学生获得AHK职业资格
证书。

重庆工程学院是重庆市首批新时
代高校党建“双创”示范学校，建有1个
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和2个全国
党建工作“样板支部”。

以高质量党建把稳发展的“方向
盘”，重庆工程学院持续擦亮“四个特
色”名片，把教育强国、教育强市建设
的使命感、责任感转化为实际行动，不
断书写高质量特色化发展新篇章。

突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办学
特色，构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培养体
系。学校联合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学
院，牵手深信服、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
团等知名企业，以多种形式推进深度
合作，共建6所现代产业学院，13个校
内实习基地。学校创新创业园被评为
国家备案众创空间，被团中央认定为

“青年创业就业见习基地”。
突出“信息技术、学用融合”专业

特色，构建专业发展新格局。学校紧
密对接重庆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
群体系建设和“416”科技创新布局进
行专业设置和改造，形成软件、大数
据与人工智能、物联网、电子信息等9
大专业集群，建成物联网工程等3个

重庆市一流专业，1个市级重点培育
学科，2个市级“三特行动计划”特色
专业。

突出“学做一体、学以致用”人才
培养特色，打造教育教学新范式。重
庆工程学院深耕应用型人才培养，坚
持专业设置行业化、专业方向岗位化，
强化项目制教学、实训式教学，将真实
案例、项目、岗位融入理论（或课堂）教
学，将OBE理念融入全过程教学，实
现学做一体化。

突出“实践导向、理实并重”师资
特色，打造人才培养新引擎。学校建
强“双师型”教师队伍，依托校企合作
基地，有计划安排教师到企业实践或
挂职锻炼；建强行业专家队伍，充分发
挥行业专家对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的
作用，让学校教师与行业专家形成双
向循环提升。

数据显示，近3年，学校组织学生
参加创新创业、各类学科竞赛获奖
3264项，其中国家级715项，省部级
2549项，学校教师综合实力得到全面
跃升，获得省市级以上教学竞赛奖90
余项。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写好产教融合大文章 走好协同育人新路径

办学特色日益彰显，育人水平广
受赞誉，先后荣获重庆市“双十佳”学
校（重庆十佳书香校园、重庆十佳书香
班级）“全国青少年校园网球特色学
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
号；莘莘学子从这里走向世界，拥抱精
彩未来……

这是重庆德普外国语学校写满精
彩与荣耀的不凡九年。

从2015年起航，学校以“修之于
天下，其德乃普”为校训，以“培养健
康、快乐，懂中国懂世界的创变者”为
育人目标，培养既具有家国情怀又有
国际视野，既能个人敬德修业，臻于至
善，又能担负起社会责任的国际化英
才，逐渐成为一所集小学、初中、高中
于一体的十二年一贯制的优质民办学
校。

九年孜孜不倦，学校坚定不移地
落实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身心
健康为突破点强化五育并举，促进学
生全面成长成才。深化课程育人，学
校研发本土课程“重庆Study”，通过
引导学生探寻重庆、认识重庆，培养同
学们的家国情怀。强化活动育人，积
极打造特色育人活动，全部由学生演

出的《四世同堂》《德龄与慈禧》《觉醒
年代》等五部话剧先后在重庆大剧院
公演，每年举办“商业挑战赛”“凉虾音
乐节”“模拟招聘会”等特色活动。

五育并举践使命，“全人教育”有
新招。学校在学科课堂教学之外，实
施多元特色素质拓展课程，开设科技、
人文社科等多个大类118门选修课，
德普学生先后登上“乌镇戏剧节”“法
国阿维尼翁戏剧节”，获得重庆市第七
届运动会垒球女子组冠军等荣誉。

紧抓学业质量的同时，学校更注
重学生人格的养成，倡导学子成为有
责任担当、胸怀大爱之人。组织学生
参与支教、为高寒凝冻山区留守儿童
募捐、关爱敬老院老人等各种公益活
动；携手“美丽中国支教项目”和“华为
TECH4ALL数字包容”一道，为学生
打造联合公益平台；与斯里兰卡哈普
加勒学校结为友好学校，把中国文化
传递给全世界的孩子。

九年艰苦奋斗，不忘初心；九年筚
路蓝缕，硕果累累。站在新的起点上，
德普外国语学校将持续推进国际化学
校的优化升级，为更多孩子的一生成
长打下坚实基础，蓄积无限可能。

重庆德普外国语学校
五育并举育“全人”让每个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

重庆持续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健康发展

瞄准“规范+质量”助力新时代教育强市建设

民办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重要阵地。

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民办教育事业，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出台一系列扶持和规范政策，引导了全市民办学校健康发展。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全市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3401所，占全市学校总数的35.8%；全市各级各类民办学校在校生106万人，占全市在校生总数的16.2%。特别是民办高等教

育实现了新突破，全市有民办高校30所，占比39.0%；民办普通本专科在校生43.3万人，占比39.3%，学校数量、在校生占比均处于全国前列。

民办教育的健康有序发展，为满足人民群众特色多样化教育需求，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启航新征程，奋进高质量。全市各级各类民办学校将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全国、全市教育大会重要部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民办教育，一体推进民办教育理念、体系、制度、治理现代化，全面建设守正与创新并重、效率与公平统一、活力

与秩序兼顾的民办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建设教育强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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