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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教学大楼让“教”与“学”更智慧，实
训楼里感知行业前沿脉动，重工创谷孕育创新
创业火花，塑胶运动场上挥洒青春汗水……

作为一所优质民办高校，重庆工程学院
紧跟国家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脉搏，主
动适应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坚持

“质量立校、特色兴校、人才强校”发展理念，
构建“1234”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信息
技术，学用融合”的专业特色和以工学为主，
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朝着办特色鲜
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奋斗目标阔步前
行。

产教融合、合作共赢。与中国科学院大
学重庆学院、中电普华等知名大学、企业达成
合作，“5G+车联网产教融合实践教学平台”

“元宇宙数字内容生产产业群”等一批市级科
研平台、产学研机构、产（行）业学院（基地）纷
纷建成落地。

数字赋能、启智增慧。建设智慧化平台、
“智学重工”一站式教学综合服务平台和教学
大数据中心等，所有教室及实验室全部智慧
化。

创新创业、攀新向高。坚持“创新促创
业、创业促学业、创业促就业”理念，近三年
来，学生在各级各类创新创业和学科竞赛中
获3200余项国家及省部级奖项。

师资雄厚，治教严谨。学校自有专任教
师中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教师占
比38%，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教师占比84%，

“双师双能型”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57%。
以敢为善为的气魄，学校大力推动校园

“焕新”升级，2024年双桥校区新建设教学
楼、学生宿舍和食堂面积达8万平方米，校舍

建设及环境打造投入达2.5亿余元人民币。
胸怀大格局、具备大视野、谋划大手笔、展现大作为。

学校获国家智慧教育平台重庆市试点高校、全国应用技术
大学联盟成员、国家备案众创空间、全国高校党建工作标
杆院系和样板支部、重庆市应用型本科整体转型发展试点
高校、重庆市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重庆市软件人才超
级工厂培养牵头单位等称号，连续6年被授予“重庆市普
通高校就业创业工作成绩突出集体”。

重庆紧盯做大做强制造业，着力打造新
质生产力动力源，加快构建“33618”现代制
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全面
开启了现代化新重庆“制造强市”建设新篇
章。

新时代新征程上，职业院校不仅仅是技
能培训场所、人才孵化池，更是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作为一所以“现代制造”命名的职业院
校，重庆现代制造职业学院自觉肩负起时代
重任，遵循“以生为本，教随产出，校企同行”
的办学理念，坚持“校企一体、工学结合、手
脑并用”的人才培养模式，以专业所长赋能
制造强国建设，以实干担当诠释职教使命。

夯实硬件，锻造师资，夯实发展实力。
学校拥有先进完备的硬件条件，构建富有学
校特色的校园文化体系，营造浓厚文化氛
围。学校打造卓越的师资队伍，专任教师中
硕士及以上学历（学位）的人数占专任教师
46%，“双师型”素质教师占专任教师55%，
为学校发展集智献力。

做特专业，创新改革，激活突破动能。
学校构建以电气自动化技术、机电技术、新
能源装备技术、机械制造及自动化、国际商

务等五大特色骨干专业群。深化“校企一体、产教融合”。
推进校企一体人才共育机制改革，提出“13458”教育教学
改革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推进分类个性化人才培养改
革，实施专业对接产业、课程对接岗位等“8”对接的育人模
式，现已开设“雅迪菁英班”“中德工匠班”“国际领航班”

“综合创新班”等特色定向培养班，各专业构建各具特色的
“2+1”“1+1+1”等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实行校企“双负责人制”，专业实行校企“双带头
人制”，坚持“学用结合、项目驱动”的教学模式。成立雅迪

“校企联合体”作战室，优化人才培养方案，与雅迪共建9
门课程，开发6门课程教材。与龙头企业合作共建实训基
地，现已建成校中厂、雅迪重庆基地“厂中校”实训专线2
条。开设“企业大师讲堂”，引入上市公司企业高管、行业
专家等10余名。成立“工匠工坊”工作室，引入20余名企
业技术骨干担任实训导师。形成与雅迪“校企一体”标准
化人才培养模式，推广用于更广泛的校企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坚持校企同行，国际办学，与重庆
市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携手成立国际产业学院，与德国
GfM教育集团合作成立“中德产业学院”，与雅迪打造“雅
迪工坊”，开展“中文+职业技术培训”，探索职业教育对外
开放的新途径、新模式，助力中资企业“走出去”，以开放的
国际合作，为区域发展赋能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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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浪潮奔涌，教育创新不
息。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重
庆作为首批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试验区，正积极布局数字人才培育
策略。

重庆数字产业职业技术学院应
运而生，于2024年9月正式招生办
学，开启了数字人才培养的新征
程。学院以“质量立校、特色兴校、
人才强校、文化铸校”为战略核心，
聚焦专业建设、产教融合、师资队伍
三方面，深入推进教育数字化，为数
字重庆建设贡献力量与智慧。

教师队伍是高校高质量发展的
第一资源。学院以打造高素质、专
业化、国际化教师队伍为目标，通过
引进专业过硬的学科带头人和经验
丰富的企业专家，开展专题讲座、发

挥带头表率作用，提升教师专业水
平。当前，学院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与储备，现有教职工硕士以上学历
占比16%，副教授以上高级职称占
比21%。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必由之
路。近日，学院组织4名骨干教师赴
忠县“三峡港湾·电竞馆”、科技馆开
展实地考察，深入推进产教融合，以
校馆协同的方式驱动数字资源转
化。学院已多次安排教师走进企业
进行考察。

目前，学院已与达瓦科技、南方
测绘和忠县南泰电子等知名企业达
成合作、开展专业共建，构建起“企
业出题、学院答卷、行业检验”的协
同育人机制，通过学徒制、订单式人
才培养，实现学生“升学有道、就业

有门、创业有方”，实现校企双向奔
赴、产教同频共振。

以制度为保障，以“数智+”为特
色，学院制定出台了高质量发展三
年行动计划。紧贴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战略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开设
了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人工智能数
据工程技术、数字媒体技术、无人机
应用技术、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等热门专业，并
计划在5年内将专业优化至20个左
右。

展望未来，学院将擦亮全国第
一所“数字产业”高职院校品牌，深
化产教融合，扩大办学规模，提升内
涵质量，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贡献
数字职院智慧和力量。

重庆数字产业职业技术学院
搭乘“数字快车”跑出人才培养“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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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9月，位于中国内陆首
个国家级开发新区——两江新区·
龙兴新城的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
新校区正式投用，5000余海联学子
喜迁新居。

新校区的投用，是学校硬件设
施的一次飞跃。今年9月，将有近万
名学生入驻新校区，海联将以办学
条件改善为契机，更新办学理念，提
升办学质量，着力增强重庆民航服
务类技能人才体系化培养能力。

作为重庆市唯一构建起航空服
务专业教育体系的高职院校，重庆
海联职业技术学院深耕民航教育26
载，依托重庆市高校首家举办民航
服务类专业优势，和两江新区空天
信息产业基地资源、两江协同创新
区大院大所优势，形成“重点打造航

空专业品牌，非航空类专业协同发
展”的良好局面。学校现有1个重庆
市职业教育现代产业学院，1个专本
贯通专业，1个重庆市骨干专业，2个
重庆市专业教学资源库。

根据办学定位与专业特色，学
校构建起集公共技能实训、专业技
能实训、综合技能实训、职业资格证
书考核于一体的校内外实训教学平
台，构筑起立体化的实践教学网络。

“校企协同育人”在这里不是口
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学校持
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与携程
集团、小米汽车等头部企业深度合
作，探索引企入校、共建校内外实习
实训基地，牵头发起全国数智文旅
服务产教融合共同体，旅游类专业
共建携程文旅产业学院、无人机专

业共建南方测绘智能产业学院，汽
车类专业开设理想订单班、小米汽
车订单班、吉利订单班等。同时，持
续推进校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链、创新
链紧密对接，走出了一条现代职业
教育特色办学道路，唱响了协同育
人奋进曲。2024年，学生荣获第四
届全国民航空中乘务专业技能大赛
一等奖、世界旅游小姐大赛中国区
冠军等奖项。

如今，这颗航空教育领域的新
星，凭借独特的航空背景、丰富的教
学资源和广阔的就业前景，朝着建
设重庆市高水平航空职业院校的目
标奋力前行，让每一个青春梦想都
能找到起飞的跑道，每一位学子都
能书写属于自己的蓝天故事。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 领军民航职教 护航逐梦蓝天

在重庆市涪陵新区，一座占地逾
173亩的十二年一贯制民办学校——
重庆市涪陵立达学校，如“教育灯
塔”般巍然矗立。学校2022年9月
搬入新校区办学，2024年取得试办
普通高中办学资质。该校由涪陵区
人民政府重点引进，神州天立教育
集团倾力打造，集小学、初中、高中
教育于一体，致力于建设现代化寄
宿制高端民办教育标杆。

漫步校园，国学馆的飞檐斗拱
与科技馆的智能实验室展开时空对
话，30人小班教室的多媒体交互系
统与67间功能教室的艺术工坊交相
辉映。18742平方米的运动区内，活
跃着青春风采。据悉，自2024年6
月以来，学校投入资金超 8000 万
元，用于新增一幢教学楼、一幢学生

公寓、一片运动场，增置教师办公设
备，学生学习生活设施设备，进一步
提升学校环境文化建设。

学校师资力量汇聚“三三制”精
英团队，三分之一来自天立集团竞
赛教练及特级教师，三分之一为全
国骨干教师，三分之一为顶尖师范
院校优秀毕业生。依托天立教育全
国教研网络，每年开展跨区域研训
活动40余场，举办学术赛事20余
项，持续推动教学理念革新。

课程体系构建独具匠心，国家
必修课程夯实学科基础，天立专修
课程（涵盖书法、AI等特色项目及

“六立一达”育人体系）培育文化底
蕴与创新思维，骄子选修课程（包含
围棋、非遗夏布等50余门个性化课
程）量身定制成长路径，助力学生多

元发展。
教学模式创新成效显著，推行

ABC分层教学体系与双导师制，通
过动态测评实施精准帮扶，建立“一
生一案”成长档案。各学段打造特
色课堂体系，配合“四清管理”机制
（堂清目标、日清任务、周清内容、月
清成果），实现分层施策的精准教学。

学校以硬件设施高标准建设、
师资队伍专业化培养、课程体系创
新性构建及社会责任的积极践行，
迅速赢得良好口碑，办学首年即实
现家长满意度95%的佳绩，先后斩
获“先进组织单位”“优秀组织奖”等
多项区级荣誉。秉承“立己达人”的
办学理念，这所涪陵教育新地标正
以奋进之姿谱写育人新篇，为莘莘
学子照亮逐梦征程。

重庆市涪陵立达学校 璀璨教坛明珠耀涪陵 立达品质教育启未来

2019年，重庆市南城巴川学校
承载教育使命扬帆启航。2024年，
学校新增普通高中阶段教育，成为
集小学、初中、高中教育于一体的十
二年一贯制学校，学校发展驶入新
赛道。

作为巴川教育体系的重要支
点，学校以“创一流名校 育中华英
才”为办学目标，创新践行“让孩子
创造着长大”的办学理念，构建起贯
通小初高全学段的优质教育生态。

在被誉为“理想校园”的现代化
校园里，这里的教育空间实现多维突
破。除标准运动场馆外，学校重点打
造12个开放式图书吧，建设了动漫
制作、无人机、纸艺、烹饪、木工、乐
高等43间学科教室，配备了6万余
册图书，为孩子们的多元发展提供

了硬件保障。2024年高中部获批
后，专项投入近500万元建成3000
平方米的巴川美术中心，为贯通式
培养美术拔尖人才提供专业支撑。

如果说外在的环境创设令人羡
慕，那么内在的教育品质则无疑让
人向往。

南城巴川学校带着对教育本质
的深刻理解和对学生未来的高度负
责，成立学生成长规划中心，由市教
委、市人社局专家库成员领衔，通过

“测”“查”“探”“定”四个环节，从高
一入学到高三升学实行全过程的

“一生一案”有效闭环指导，让学生努
力有方向、成长有动力、过程更愉悦。

教学改革聚焦三大转变，变“补
课”为“补读”、变“解题”为“解决问
题”、变“作业”为“作品”，通过“阅读

成长云平台”等创新载体，实现
100%学科渗透，“全景式慧阅读”成
功入选重庆市中小学德育品牌。面
向全学段开展项目式学习，举行全
校性的项目式成果展和假期作业展
既减轻学业负担又提升了综合素
养。

这种尊重个性发展的培养模式
成效显著，学校已成为教育部深空
探测中心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并于
今年3月与俄罗斯教育部签署“In-
terdom－巴川友谊”“国际教育中
心”项目，着力培育具有创新精神和
国际视野的卓越人才，用扎实而有
质量的育人实践，为重庆基础教育
发展注入新动能。

李佳佳
图片由各学校提供

重庆市南城巴川学校
硬件筑基、“三变”育人 打造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样态

重庆工程学院

重庆现代制造职业学院

重庆数字产业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市涪陵立达学校

重庆市南城巴川学校

引领社会力量投资捐赠教育 满足群众教育需求
我市持续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壮大

2024年，由雅迪科技集团投资举

办的重庆现代制造职业学院落地永川

招生办学；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新

校区（两江校区）迎来近4000名新生；

重庆市南城巴川学校增设普通高中学

历教育……回眸这一年，凝聚社会力

量兴办教育“重庆图景”生动可感。

重庆民办教育要在扩大教育供

给、丰富教育样态、满足多元需求等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就要答好“如

何引领社会力量投资和捐赠办学更有

为”的命题。2024年，我市聚焦主业抓

落实，新增民办高职院校1所，新增民

办高中3所，重庆数字产业职业技术学

院正式招生，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

等多所民办高校改扩建新校区，全市

高中阶段以上民办学校新增社会投资

11.9亿元。此外，重庆安防职业学院

（筹）、重庆中医药职业学院（筹）等校

区建设紧锣密鼓推进。

目前，我市民办高校增至31 所，

2024年全市高中阶段民办学校和民办

高校分别新增社会投资2.1亿元、9.8亿

元。

新的资源聚起来、新的校园立起

来、新的办学优起来。重庆坚持和落

实“两个毫不动摇”，努力创造更加公

平、更有活力的民办教育发展环境，持

续激发了社会力量投资和捐赠教育的

动力和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