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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国防教育特色学校、国家级
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重庆市优质高等
职业院校、重庆市高水平高职学校……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为何频频“出圈”？

究其原因，与学校不断深化的产教
融合密不可分。近年来，学校把“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作为驱动学校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引擎，以建设校企产业园、打造产
教融合育人平台等一系列精彩实践，书
写职业教育提质领跑的高分答卷。

职业教育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
产业。如何实现教育和产业的“双向奔
赴”？学校的答案是：打造“一专业群一
（或N）企业”特色校企产业园，将企业
“搬”进学校，实施校企“双元”育人。目
前，园区已集结智能制造、智慧交通等企
业18家，校企共建技术创新中心7个、
跨企业培训中心16个。产业园不仅是
学生“近水楼台”的实训场域、学校产教
融合的智慧高地，更是校企携手共同浇
筑的技能人才“黄金通道”。

如果说校企产业园是学校产教融合的基础优势，
那“三室两厅”则是进阶优势。“三室两厅”是学校匠心
打造的产教融合实体化运作新平台，“三室”即企业办
公室、学生教室和技术创新室，“两厅”即生产大厅和实
训大厅。“三室两厅”将学生实习实训、企业技术创新等
功能有机整合，形成产业实体、学生课堂、生产工厂的
深度融合，让学生足不出校，就能上岗生产实训、接触
前沿技术，实现从校园到企业的无缝衔接。

依托平台，学校以“双岗制、一体化”模式为中心
链，以“专任教师兼职企业员工，企业员工兼职学校教
师”为两翼链，“双岗三链”为师生互动、校企联动提供
了广阔平台。

面对奔涌的数字化浪潮，学校基于数字制造、数字
建造、数字教育三大生态体系，深入实施数字化育人工
程，通过沉浸式教学场景、全息化互动平台、智能化课
程体系、立体化数字教材四位一体创新实践，构建数字
教育新生态。

多年深耕，产教融合结出累累硕果：学校获批教育
部就业育人项目13项，入选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校
企合作、双百计划”典型案例9项，获评重庆市职业教育
产教融合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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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由重庆市属重点国有企业、重
庆交通开投集团举办的高职院校，近年
来，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发挥国企办
学优势，用“五个坚持”，走出一条特色鲜
明的产教深度融合、校企深度合作改革
发展之路。

学校坚持“四链融合、互促共生”。
90%以上专业紧密围绕交通运输产业链
设置，目前正根据国家产业调整动态，布
局多式联运专业和低空经济、人工智能
相关专业群建设，实现产业需求导向与
教育目标导向相统一。

坚持“聚智协同、创新赋能”。牵头
成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轨道交通行业
产教融合共同体、西南轨道交通职教集
团，参与首个国家重大行业产教融合共
同体、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产教融合共同
体建设。组建智慧交通研究院，用人工
智能AI技术，赋能产教深度融合和人才
协同培养、技术协同攻关。

坚持“嵌入培养、协同育人”，与国铁
成都局集团、重庆轨道集团、重庆铁路集
团等龙头企业联合开展定向订单人才培
养，创新全链条、浸润式协同育人模式，
实现人才共培、师资共享、课程共研、教
材共编。

坚持“教随产出、产教同行”。在积
极响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同时，发
挥交通开投集团系统产业协同优势，与重庆外建集团
合作，为乌干达、哈萨克斯坦在建项目提供技术培训服
务。

坚持“贯通培养、梯度衔接”。精准对接行业企业
需求，着力构建高质量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推
动教学内容、实习实训、师资队伍、学生评价等方面一
体化建设，实现中高职贯通培养目标、课程标准、素质
培养等的有机衔接，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五个坚持”结硕果，国企办学显风流。该校打出
的一系列“组合拳”，使产教深度融合、校企深度合作改
革发展之路越走越宽阔，学校成为唯一被纳入重庆市
轨道交通产业链名录的高职学校，取得以“优”等级通
过重庆市“双高计划”建设终期验收、获评市级职业教
育改革创新典型案例、入选2024年度市域产教联合体
等系列标志性成果。

李佳佳
图片由各学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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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赛道
上，重庆人文科技学院锚定建设全
国一流应用型民办大学目标，以内
涵建设为引擎，聚焦人才培养、学科
专业、师资队伍三大核心领域，走出
一条特色鲜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在“2025软科中国大学排名”全国民
办高校排行总榜升至第17名。

办学以来，学校践行陶行知教
育思想，确立“1248”应用型人才培
养思路，坚持五育并举，打造“党建
引领、十育联动”的“三全育人”一体
化育人路径。以产教融合激活培养
动能，与科大讯飞等企业共建现代
产业学院，与地方政府、行业深度合
作，实现八个“共同”育人。探索多

样化人才培养模式，创建卓越计划
特色班、讯飞菁英班、竞赛实验班等
育人平台，提升学生专业实践能力
与就业竞争力。

主动服务“33618”现代制造业
集群体系建设，学校优化26%学科
专业布点，实施“五大行动计划”，推
进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电子信息
专业等获市级重点学科；3个专业入
选重庆市一流本科专业，2个专业通
过教育部师范类专业认证。学校还
打造国家级、市级一流课程47门，推
动课程思政与智慧课程建设双轮驱
动，“人工智能+高等教育”应用场景
等项目成果显著。近三年，学校科
研经费投入翻倍，横向项目、省部级

项目立项数实现突破，24个科研平
台为区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坚持引育并举、德能并重，学校
通过强化师德师风建设、教学团队
建设、挂职互聘等方式，助力教师在
教学竞赛、学术活动中屡创佳绩。
教师中有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
育教学评估专家2名，重庆市教育评
估监测专家39名；一名教师获“五一
劳动奖章”，两位教师被评为“巴渝
学者青年学者”，三名教师被评为重
庆市“最美教师”。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正以内涵建
设的卓越成效，书写民办高校高质
量发展的精彩篇章，向着全国一流
应用型民办大学的目标。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深耕内涵建设 书写民办高校高质量发展答卷

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
子，需要大量适应超大城市数字化
治理新模式的综合型人才支撑。

2024年 8月，重庆对外经贸学
院与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
联合组建重庆超大城市数字化治理
学院。这是全国首家专注于数字化
城市治理的学院，将努力培养面向
城市数字化治理和数字城市建设的
具有系统开发和应用设计能力的工
程师、城市基层智治管理者，为重庆
乃至全国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
新路子提供创新实践经验。

学院以“党建统领、产学研一
体、专业融合”的“135”工作体系为
核心，特邀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复生
任专家委员会主任，创新构建“学

院—研究院—培训基地”三位一体
架构，通过“双导师制”“揭榜挂帅
课题攻关”等模式，让学生既掌握
数字技术的前沿理论，更深度参与
数字社区、应急管理、政务场景实
训等真实项目。学院新设专业——
城市管理专业，已成功通过教育部
审批。

学院将产教融合渗透教育全过
程，与政企合作单位实现“课程+实
践+就业”多维协同，建设“1213”课
程建设模式，推行“创新创业+证
书+竞赛”三位一体教学模式，持续
完善“2+1+41+X”校外实践基地
布局，已培养出首批380名懂技术、
通治理的复合型“数字尖兵”，初步
实现了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高效

衔接。
值得一提的是，学院也以前瞻

性眼光，瞄准重庆“低空经济创新发
展之城”建设，布局低空经济行业应
用飞行基地项目，抢占人才培养新
高地。迄今为止，基地已开展三批
学员培养，助力107名学员拿到中国
民用航空局颁发的CAAC证书。

正如学院负责人对成功结业的
学员所说，“学员们，你们不必飞得
太高，探索外太空的事情就交给宇
航员吧。但你们可以飞得更远、飞
得更稳，让城市治理更高一度、让美
好生活更进一步。”未来，学院将努
力培养更多数字治理领域的新生力
量，为服务城市高质量发展作出应
有贡献。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
培育数智人才 让城市治理更高一度

近日，重庆城市科技学院获邀
成为2025年第八届“优路杯”全国
BIM技术大赛联合承办单位。此次
获邀体现出学校在BIM技术领域的
行业影响力。

作为特色鲜明的应用型本科高
校，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坚持社会主
义办学方向，实施“质量立校、人才强
校、特色兴校”战略，形成“以工学为
主，工、理、管、经、文、法、艺、教等多
学科协调发展”的格局，为国家社会
经济发展培养应用型高素质人才。

近年来，学校打造“红芯”育人
文化，在专业建设、产教融合、人才
培养、队伍建设、校园建设等方面持
续发力，实现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获得首批教育部应用技术大学改革
试点战略研究试点项目参研单位、
首批重庆市高校转型发展试点单

位、首批重庆市深化教育评价改革
试点高校等荣誉称号。

据悉，学校培育“红芯文化”大
思政育人品牌，建有全国党建工作
样板支部4个、市级样板支部2个，
获批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
建设单位1个、重庆市高校“双带头
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强国行”专项
行动团队1个。集成电路创业史陈
列馆获批“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

同时，学校构建起与区域经济
产业高度契合的“六链六群”学科专
业体系，获批首届重庆市产教融合
特色优势专业群培育点1个、新专业
3个，在重庆市2023年专业监测评
价中，3个专业评为A，位于同级同
类学校的前列。构建“产教融合，多
元协同”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智慧建造与城市更新专业群”获批
市级产教融合特色优势专业群培育
项目；“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产教融合
虚实一体化实践教学平台”成功获
批重庆市虚实一体化实践教学平台
立项。2024年度获国家级奖项57
项、省部级奖项 73 项，获奖学生
1900余人次。创新创业赛事类获国
家级奖项3项、省部级奖项44项。

接下来，学校将围绕“打基础、
上水平、创一流”三步走战略，切实
加强学科专业建设，校园文化建设
和智慧校园建设；努力为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33618”现代制造
业集群体系建设，以及国际大都市
建设，城乡融合发展，新农村建设等
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
撑，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
提供城科力量。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提档升级铸优势特色 打造一流的应用型本科高校

在重庆打造智造重镇、智慧名
城以及加快“33618”现代制造业集
群体系建设背景下，“智能+技能”数
字技能人才培养需求愈发强烈。重
庆科创职业学院坚持数智赋能，深
化产教融合，创建“智能+技能”数字
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打造区域高技
能人才培养高地。

紧跟产业发展需求，学校着力
解决目前职业教育面临的产业需求
与学校供给的结构性矛盾，优化人
才培养定位与专业院系布局，系统
打造八大“数智π型”专业集群；面对
技术迭代与教学场景的适应性挑
战，学校协同共建“数智六合”产业
学院，着力打造六类“数智实训”平
台基地，打造产教深度融合的实训

双创基地与实践教学模式；针对数
字技能与培养环节的匹配性缺失，
学校融合“五位一体”“数智流程”培
养环节、营造五向聚合“数智升维”
发展生态，健全教学过程数智融入。

历经多年探索实践，重庆科创
职业学院“数智科创”办学定位和

“智能+技能”数字技能人才培养定
位更加清晰，以高质量的人才培养
质量为支撑，走出高质量的综合发
展之路。

近年来，学生参加全国各类技
能竞赛获得“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
大赛”金奖、“全国大学生基层就业
卓越奖”等荣誉1300余项，学校持
续深化改革，形成了“思想认知教
育+生存能力培养+综合能力发

展”的职业教育模式，培养输送边
疆少数民族学生近 3000 人，办学
特色优势更加鲜明；“园行校企”合
作共建工信部及重庆市现代产业
学院等 8个，建设骨干专业、现代
学徒制试点专业、产教融合试点专
业等 19 个，打造国家及省部级实
训双创及基地平台 40余个，关键
办学能力明显增强；学校建成生产
性实训、职业技能培训、双师培训、
协同创新、创新创业、科普推介等
六大类平台基地，承担教育部供需
对接育人项目 52 项，获评教育部
产教融合典型案例，荣获重庆市

“职业教育服务贡献典型院校”“西
部服务贡献卓越50强”，服务发展
效能不断提升。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数智赋能 产教融合 打造数字人才培养高地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教师在全息超时空

互动教学平台上培训课程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4国参
赛队到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考察交流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陶行知塑像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重庆超大城市数字
化治理学院成立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承办2024年重庆市
大学生区块链技术应用创新大赛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实践教学课堂

从规模扩大到品质突围
我市持续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壮大

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事业，是社

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

设教育强市的重要力量，是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阵地。

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民办教育已进入

新的发展阶段，正逐步从量的扩张发展

到质的转变。

2024年，我市坚持党建引领，问题

导向，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民办教育，努

力推进民办教育育人方式、办学模式、

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的综合改革，提升

民办教育质量。召开了民办高等教育

规范高质量发展调研座谈会，组织了民

办高等教育规范高质量发展培训班，鼓

励民办高校积极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变

革、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需要，

推动学科专业融合建设，着力培养“文

化素养+职业技能+数字素养”的创新

型、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召开民办基

础教育规范高质量发展推进会，鼓励民

办中小学、幼儿园积极参与新时代基础

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强化优质普

惠、优质均衡、优质特色发展。

近年来，重庆工程学院、重庆人文

科技学院、重庆城市科技学院顺利通过

教育部本科教学合格评估，重庆财经学

院2个专业进入国家一流专业，重庆交

通职业学院、重庆科创职业学院、重庆

公共运输职业学院等5所高职被列入市

级双高建设院校。全市民办高校专业

设置与我市重点产业的匹配度达90%；

全市民办高校留渝率59.8%，高于全市

平均值57.1%。重庆对外经贸学院与重

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联合组建

重庆超大城市数字化治理学院。重庆

德普外国语学校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

先进集体”。重庆民办教育正紧扣“引

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主题，一体推进

民办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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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为教

育强市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为办好人民

满意教育、全面推进现代化新重庆建设

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