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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学生进行工业机器人实训

产教联合强发展动能 提质领跑建职教重镇
——写好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的“职教答卷”

在教育强国建设的壮阔征程

中，职业教育始终是国民教育体系

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托举城市能级跃升的重要支

点。

重庆，这座以“智造重镇”“智慧

名城”为标识的城市，正将职业教育

锻造成服务国家战略的硬核力量，

从国家级“双高”院校数量西部领

先，到10大国际职教联盟+22个境

外项目推进“职教出海”行稳致远

……职业教育已成为重庆教育领域

的一大优势与名片，整体办学水平

跃居全国前列，步入提质领跑的新

阶段。

新的历史方位上，职教改革的

冲锋号已然吹响。重庆正以“闯”的

魄力、“创”的智慧，大力实施职业教

育提质领跑行动，奋力打造全国职

业教育重镇，打造全国有志青年获

得“一技之长”的首选地，描绘教育

强国、人才强国、技能型社会建设的

壮美画卷，以“领跑者”的姿态书写

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的职教答

卷。

关键词：战略领航
部市同频擘画发展蓝图
勇担使命领航职教新程
教育部与重庆市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合

作源远流长，成效斐然。
从早期的中澳（重庆）职业教育与培训

项目，到职业教育体系国家制度建设试验区
建设，再到技能型社会建设以及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建设改革新模式，四轮部市共建稳步
推进，为重庆职业教育发展注入了强大动
力。

2024年，教育部与重庆市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给予重庆教育20条支持措施，其中
对职业教育“双高计划”、一体两翼建设的明
确支持，更是为重庆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有
力的政策保障。

部市聚力突破，重庆勇担职教改革攻坚
重任。

面对历史机遇，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市级有关部门积极响应，制定了深化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产教融合赋能提升
行动等20余个政策文件，构建起系统完备
的职教改革政策体系，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
了全方位的政策支持。

全市上下“握指成拳”推动职业教育工
作，筑牢了坚实的发展后盾：8亿元市级以上
的专项财政资金用于职教质量提升项目，形
成“政府主导、多方筹资”的逐年增长经费保
障机制，并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中高职、公
民办的生均经费拨款制度；将职教改革情况
纳入对区县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职业院校事
业发展考核指标，根据考核结果对“双高”

“双优”院校实行升级或降档，形成了有效的
激励机制，有力推动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当前，重庆被赋予奋力打造新时代西部
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两大定位”，要求在发挥“三个作用”上展现
更大作为。

重庆职业教育牢牢把握机遇，明确了建
设全国职业教育重镇的发展定位，奋力打造

“西部领先、全国进位和重庆辨识度”标志性
成果，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
力量。

关键词：优化布局
下好“空间+院校+专业”三步棋

全面增效促升级
在时代的汹涌浪潮中，重庆紧握制造业

转型升级之桨，全力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巨轮破浪前行。

重庆职业教育精准锚定打造“33618”现

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的目标，秉持“以教促产、
以产助教”的先进理念，促使教育与产业的
旋律和谐共鸣、双向奔赴，勾勒出一幅产教
融合的壮美新画卷。

空间布局，特色区域绘就多维发展图
景。

重庆因地制宜打造特色职业教育发展
区。职业教育服务创新发展区在主城都市
区蓬勃兴起，激发创新活力；职业教育服务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区在渝东北落地生根，守
护绿水青山；职业教育服务文旅融合发展区
在渝东南聚势，深挖地域特色，助力文旅产
业升级。各个区域协同发力，不断提升服务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院校建设，贯通培养铺就学子成才之
路。

重庆构建起中高本纵向贯通的职业教
育体系，统筹实施中职、高职、本科贯通培养
试点，为学子铺就成长成才的进阶之路，越
来越多的学生在这条道路上追逐梦想，实现
价值。

专业设置，动态调整契合产业发展脉
搏。

重庆建立起灵活高效的动态调整机制，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调节、就业导向、学校自
主的原则，让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同呼吸、
共命运。目前，重庆以产业需求倒逼专业布
局调整与结构优化，年均调整专业布点达
5%，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区域重点产
业匹配度达到88%，“33618”现代制造业集
群体系对应的专业布点达2888个，其中新
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
两大领域专业供给规模居首位，年均输送技
术技能人才超30万人。

如今，重庆职业教育正逐步构建起与市
场需求精准对接、与产业结构深度契合的新
格局，为区域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关键词：提级提速
创新提出“联合体”建设方案

加速互融互通
2月27日，一场重庆职业教育的盛会——

重庆市职业教育提质领跑行动工作会暨市
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推进会举行。会场内，重
庆职教领域代表们济济一堂，在经验分享与
智慧交流中，共同探寻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最优解”。

永川区紧扣西部职教基地功能定位，持
续深耕产教融合、产学合作，创新推出“产城
职创”融合发展模式。荣昌区引进优质职教
资源、支持职业教育发展。长寿经开区聚合
资源、统筹布局，推进市域产教联合体实体
化运行。

一个个创新思路、一条条可行路径、一
份份宝贵经验，成为重庆职业教育蓬勃发展
的生动缩影，共同描绘出职业教育大有可为
的广阔前景。

近年来，重庆市委、市政府将打造市域
产教联合体列为社会民生领域“牵一发动全
身”的重大改革项目。在全国率先出台《改
革实施方案》，并召开成立大会，创造性地提
出“分层级组建、实体化运行、数字化治理”
的联合体建设重庆方案。目前，我市已组建
市域产教联合体36个，其中国家级1个、市
级3个、产业园区牵头21个、行业企业牵头
11个，通过“揭榜挂帅”形式打造支撑联合体
建设共性技术平台、产教供需平台等 15
个。我市有力推进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走
深走实，获评“第一届重庆市改革创新奖”。

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方面，重庆
同样表现突出。

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
信息制造业等主导产业，高标准、高起点分
产业打造特色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以国
家有色金属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全国第二
个）在重庆成立为契机，围绕重庆市主导产
业，成功打造44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这些共同体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布
《行业发展分析报告》《人才需求预测报告》
38 份，发布人才、专业、技术及出海需求
4899项次，推动教育和产业协调发展，有效
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
融合，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关键词：贯通育才
筑牢“五金”新基建
畅通人才培养立交桥
近年来，我市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实

现质的飞跃，在国际技能竞技舞台上绽放耀
眼光芒。

近三届世界技能大赛中，职教师生代表
成绩位居全国前列。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
上，来自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的李小松在
光电技术项目中，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精
湛的操作技能和稳定的临场发挥，为我国夺
得该项目首枚世赛金牌。

同样在这届大赛中，重庆城市管理职业
学院的王珮在美容项目中，将东方美学理念
与现代美容技术相结合，在皮肤护理、化妆
造型、美甲艺术等多个环节展现出卓越的技
艺，为我国实现该项目金牌零的突破。

这些辉煌成绩的背后，是重庆市持续深
化职业教育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生动
实践。

一方面，重庆大力推进职教“五金”新基
建，聚焦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基地核心要

素，全方位夯实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根基。
这一举措不仅助力学子在国际赛场上摘金
夺银，也彰显出职业教育服务社会的卓越成
效。

另一方面，重庆积极推动职业教育贯通
培养。通过完善中职、高职和本科对口贯通
分段培养机制，统筹开展中高职一体化五年
制、中职与本科“3+4”、高职与本科贯通“3+
2”分段培养试点工作，目前贯通人才培养计
划占比已达40%，全市中职、高职学生升学
比例分别超过65%、20%。此外，重庆稳步
扩大综合高中试点，招生计划数达到1.1万
人，进一步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

凭借一系列创新实践与显著成果，重庆
已成为全国现代职业教育在实践、制度、理
论创新等领域的重要策源地，正以昂扬之
姿，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
能。

关键词：双城和鸣
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
共谱协同发展新篇章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走深走实。

唱好顶层设计的“统筹之歌”——川渝
两地签订《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育协
同发展框架协议》，建立联席会议制度；重庆
市联合教育部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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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制度创新如坚实基石，筑牢职教
合作的稳固框架。

唱好布局优化的“融合之歌”——基于
顶层设计，两地统筹优化职教布局，推动职
业院校向区域性中心城市集聚，实施“广职
融圈”行动。重庆7所高职院校与广安职业
技术学院携手，共建5个二级学院，打破地域
壁垒，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勾勒出职教
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

唱好产教融合的“赋能之歌”——川渝
精准对接区域产业需求，共建186个省市级
现代产业学院、8个国家级示范性虚拟仿真
实训基地培育项目，打造25个优势特色专
业（群）与128个实践实训基地。20所高职
院校入选国家“双高计划”，在高端制造、信
息技术等领域形成特色专业集群，让职业教
育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为区域经济赋能。

唱好育人提质的“创新之歌”——为提
升育人质量，川渝搭建多元交流平台。联合
举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活动周、

“川渝杯”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系列赛事，聚
焦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组建中非（重庆）、中
泰等职业教育联盟，推动8所院校与东南亚
5国开展境外办学合作。同时，推动建立76
个职教集团（联盟），汇聚248所职业院校、
299家企业及50个单位，实现资源深度共
享、协同育人，共同培育高素质人才。

唱好品牌塑造的“强基之歌”——川渝
加快职教基地建设，深化泸永江、万达开等5
个融合发展试验区，着力塑造“巴蜀工匠”品
牌。以基地建设为依托，以品牌塑造为引
领，为双城经济圈建设培育源源不断的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夯实区域发展根基。

如今，川渝两地正以紧密合作之姿，在
职业教育领域奏响激昂旋律，为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注入强劲动能，共谱协同发展
新篇章。

关键词：国际合作
破浪出海赋能全球发展
重庆智慧助力互利共兴
战略使命扛在肩，开放步伐永不停歇。
重庆是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处在

“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在国
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占据独特而
关键的地位。

以合作破局，奏响职教国际协同乐章。
重庆不断深化职业教育中外合作，牵头建设
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联盟，强化本地人才
技能培养，推动高水平职业教育标准共建共
享，为全球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中国
方案”与“重庆智慧”。

以创新突围，形成职教出海实践经验。
重庆紧扣做实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
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两大定位”，联通
中外资源搭建陆海新通道职教国际合作联
盟、中非职教联盟等国际化平台，深度整合

国内外教育资源。目前已组建10个职教国
际合作平台，建设30余个如“坦桑尼亚鲁班
工坊”“越南熊猫学院”等多元主体境外联合
办学项目，将职业教育中国经验推广至50
余个国家，为当地发展注入澎湃动力。从实
践探索到标准引领，重庆以升级跨越，构建
人才链生态新局。职业教育的出海实践不
仅丰富了沿线国家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
更实现从“硬件输出”到“标准输出”的质
变。通过实施84个外国留学生市长奖学金
丝路项目，招收2273名国际学生，与211个
境外教育部门、职业院校建立合作关系，千
余个职教标准、资源、装备被国外采用，成功
构建起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海外人才
链生态。

面向未来，重庆以深耕致远，锚定职教
出海新征程，持续深化“职教出海”战略，建
强西部陆海新通道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联盟
等平台，打造“小而美”特色品牌项目。同
时，鼓励职业院校深度参与“鲁班工坊”“渝
车出海”等重大项目，增强“随企出海”能力，
推出更多彰显重庆特色的“职教出海”方案，
在国际职教舞台上书写更精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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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重庆职业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