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全国各地以“美

丽中国我先行”为主题积

极开展“六五环境日”宣传

活动，共同奏响了一曲新

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动人

乐章。

令人关注的是，今年

“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

动花落重庆。作为重庆唯

一一所以“资源环境”命名

的高等院校，重庆资源与

环境保护职业学院(以下

简称“重庆资环职院”)在

这场绿色盛事中备受瞩

目。

自2015年建校以来，

重庆资环职院始终牢记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初心使命，坚持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秉承“阅山阅

水、明事明理”的校训，坚

持以重庆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为牵引，以支撑好、

服务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为使命，积极打造专业品

牌、全面深化产教融合，为

加快建设教育强市、打造

全国职业教育重镇持续贡

献资环力量，为这座山水

之城增添一抹“绿色”。

“红魂绿梦”
让信仰之光照亮绿色征程

在素有“中国石刻之乡”“西部五金
之都”美誉的重庆市大足区，坐落着一
所专注于资源环境专业领域的高等职
业院校——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
学院。

2015年，在大足区委、区政府的高
度重视和区教委的大力支持下，重庆资
环职院正式创办招生、扬帆起航。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所从命名
就带着“生态环境”基因的高校，从诞生
起就镌刻着守护绿水青山的使命。

自建校起，重庆资环职院就把生态
环境作为建校底色，融入办学肌理。

在这座占地438亩、容纳万名学子
的学府里，那些静静矗立的建筑不仅是
教学与生活的场所，更是承载着学院精
神与文化的载体，见证着一代代资环人
的成长与蜕变。譬如，学校办公楼呈

“回”字展现，本土植物郁郁葱葱，喷泉
叮咚作响，锦鲤悠然游弋，堪称生态校
园的典范。

根据办学定位和学科专业特点，学
校确立了以“党建红”和“生态绿”为核
心的“红魂绿梦”校园文化育人体系，全
心全意培养学生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
念和知山知水、情系环境的价值追求。

“‘红魂绿梦’即‘红色铸魂’和‘绿色筑
梦’。‘红色铸魂’体现的是学校坚持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的初心使命；‘绿色筑梦’是自觉把
绿色生态文化融入血液，从而擦亮学校
环保底色，打造靓丽的环保名片。”学校
相关负责人解释。

十年间，重庆资环职院把“红魂绿
梦”校园文化育人体系化作了具体行
动，努力践行着“美丽中国我先行”。学
校注重“红色”思政元素灌输，组织学生
深入饶国梁纪念馆、唐赤英故居、大足
烈士陵园等红色教育基地参观见学，上
好行走的思政课。同时，持续加强“绿
色”环保意识培育，开设生态环境校本
通识课，引导学生注重节能减排、垃圾
分类，广泛开展“三下乡”活动，不断强

化学生的环保意识和实践能力。
2025年 6月 5日，既是世界环境

日，也是重庆资环职院建校十周年。学
校以“红魂”铸就信仰，以“绿梦”播种希
望，用十年时间证明：职业教育不仅能
培养工匠，更能培育生态文明的播种
者。

匠心育才
让专业之树深植产业沃土

在重庆资环职院的校园里，每一片
绿叶都在见证着育人的故事。2017级
学生张世怀，毕业后奔赴环境监测的第
一线，他的工作日志上密密麻麻记录着
废气、废水、噪声等各种监测数据。在
校生沈秋明，积极协助大足区人民检察
院针对响水滩以及东风水库污染事件
做水质采样以及水质检测，同时，斩获
第三届“川渝杯”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组“环境监测与检测赛项”团体三等
奖、第17届国际先进机器人及仿真技
术大赛重庆赛区一等奖等奖项。

这些年轻的身影背后，是重庆资环
职院独具特色的育人实践。

重庆资环职院是如何用十年时间
闯出一条后发赶超、特色鲜明的高职院

校办学之路的？
围绕产业需求，做亮专业品牌。学

校精准对接重庆市“33618”现代制造
业集群体系中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重庆市“416”科技创新布局中的

“绿色低碳技术”、重庆“六区一高地”建
设中的“美丽中国先行区”和大足区

“246”产业地图细分赛道中“再生资源
与新材料”这些重大国家战略需求和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急需，全力打造“绿色、
健康、智能”专业品牌。生态环境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等9个二级学院和资源
与生态环境研究院，环境工程技术、环
境监测技术、绿色低碳技术、新能源汽
车检测与维修技术等33个专业，如珍
珠般串联起“生态治理+数字赋能+生
命守护”的专业生态链。

创新课程体系，引领职教前沿。学
校通过开设通识课、基础课和增加微专
业的方式，对现有传统专业进行“绿
色+”和“人工智能+”的绿色化、数字化
升级改造。学校已编写出版《数字化与
人工智能应用概论》和《生态环境与生
态文明》校本通识课教材，并试点开设
人工智能和生态环境通识课程，走在了
全国职业院校的前列。

深化岗课赛证，提升培养质效。学

校将“1+X”证书标准融入人才培养方
案，组织开展水环境监测与治理等10
个证书试点，组织535人次培评考评，
过关率达96%。同步推进“以赛促教”，
将技能竞赛标准嵌入实训环节。在
2024年重庆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
学校获金奖1项、银奖3项、铜奖7项，
位居重庆民办高校前列，折射出学校育
人质量的飞跃。

十年奋进路，一曲绿色歌。重庆资
环职院用十年光阴勾勒出一条昂扬向
上的发展曲线：累计投入约6.8亿元，在
校生11440名，选齐配强8名“双带头
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师型"教师占
比突破80%，8个证书参考率和过关率
为100%。更令人动容的是，在这片绿
色沃土上成长起来的学子们，正将环保
的薪火传遍神州大地，用所学所长守护
着祖国的绿水青山，续写着资环人的责
任与担当。

担当力行
让智慧之花绽放青山绿水

1月10日，由重庆资环职院与重庆
市双桥经济技术开发区、重庆市环境科
学研究院、重庆工商大学、重庆港立环
保股份有限公司等多方牵头的重庆市
再生资源及新材料产教联合体正式成
立。乘势而上，学校近期正牵头与深圳
职业技术大学、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
学院、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共同成立

“上合（国际）绿色低碳行业产教融合共
同体”。

这是重庆资环职院响应《教育强国
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提出
的“塑造多元办学、产教融合新形态”的
重要举措，也是学校十年如一日深耕产
教融合的厚积薄发。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必由之
路。十年来，重庆资环职院高度重视产
教融合，坚持以高质量政校企合作推进
高质量发展。

翻开学校的产教融合图谱，一幅政
校企协同育人画卷徐徐铺陈：与政府部
门、100多家企业签订了政校合作、校

企合作、校校合作协议，先后加入“全国
生态环保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现代
智能大健康服务产教融合共同体”“重
庆市生物医药产教联合体”“全国会计
行业产教融合联合体”等平台，校企共
建“智能制造产业学院”“智慧数字产业
学院”……这些合作不是简单的挂牌签
约，而是如同精密的齿轮组，让产业需
求与人才培养实现无缝啮合、同频运转。

在开展校企合作的基础上，学校还
注重加强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深度合
作。譬如，学校与重庆市大足区生态环
境监测站共建政校合作“双基地”，创新
性地将大足区环境监测站搬进校园，共
建“环境监测特色班”，提高学生第一任
职能力。

真正的产教融合，是让教育之树深
植产业沃土，让人才之果惠及社会民
生。

基于此，学校坚持以保护生态环
境、服务区域经济为己任，充分发挥人
才优势，先后承担大足区多个乡镇委托
的水环境保护技术咨询项目，为区域河
流污染治理提供有效数据和治理方
案。同时，聚焦乡村振兴战略，与大足
区生态环境局合作，举办大足区“生态
优先、绿色低碳”发展专题培训班和乡
镇干部生态环境保护专题培训，有效提
升区域环境保护从业人员的工作能力
和水平。这些服务区域发展的务实之
举，已然成为育人画卷中最动人的笔
触。

十年再出发，扬帆新征程。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重庆资环职院将以更高的
站位、更宽的视野、更实的举措，继续深
耕“绿色”“健康”“智能”三大领域，聚力
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生态环境行业
智库，让智慧之光照亮绿色发展之路；
着力培育新时代生态工匠，让技能之花
绽放美丽中国；全力建设特色鲜明的国
内知名生态环境类高等职业教育院校，
在职业教育现代化征程中书写更加精
彩的“绿色答卷”。

孟宪辉 苏丹 曹铸鹂
图片由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提供

“红魂绿梦”十年路 匠心育才谱华章

重庆资环职院 全面深化产教融合 交出绿色发展优异答卷

重庆资环职院的同学们正在进行地表水水样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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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绿为笔 向美而行

长寿 守护蓝天碧水净土 绘就美丽生态画卷
以生态为底，向美而行。近年来，

长寿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高质量发
展的基石，持续推进污染防治、生态修
复、绿色转型，打好九大污染防治攻坚
战，加速建设“无废园区”，奋力答好美
丽中国建设的“长寿答卷”。

精准施策治污染
共抓共治见实效

以绿色发展为统领，近年来，长寿区
将生态优先理念贯穿现代化渝东新城建
设全过程，聚焦治水、治气、治土、治废、
治塑、治山、治岸、治城、治乡，持续推进
生态环境“九治”体系迭代升级，全力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奋力在美丽中国建
设先行区中当先锋、打头阵。

水环境治理不断向纵深推进，全面
完成长江干流、龙溪河、桃花溪等460个
入河排口的排查和溯源，60个需整治排
污口已完成48个整治任务；48条农村黑
臭水体实现动态清零。2024年，桃花溪
成功创建全国幸福河流，长江、龙溪河等

断面水质稳定达到Ⅱ类以上，城乡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连续保持“双百”。

空气质量稳步向好，41家企业减碳
履约 927 万吨，累计完成氮氧化物、
VOCs减排1.58万吨、1914吨。2024
年，长寿区空气优良天数达 313 天，
PM2.5年均浓度降至34.1微克/立方米，
获得“中国气候宜居城市”称号。

土壤污染防控成效明显，重点建设
用地安全利用率始终保持100%，受污染
耕地安全利用率达93%以上。固废治
理、塑料污染治理等同样成效显著，长寿
建成全市首个“无废园区”试点，农膜回
收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回收利用率
达98%以上。

“我们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治理，
推动‘九治’体系从专项攻坚向常态长效
转变，全区生态环境质量实现稳中向好。”
长寿区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修复山水强生态
还绿还景见本色

修复山水肌理，涵养生态根脉。长

寿区坚持系统观念，纵深推进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修复，持续擦亮美丽重庆生态
底色。近年来，全区累计提质建设“两
岸青山·千里林带”6.25万亩，森林覆盖
率稳定保持在50%。新增水土流失治
理面积51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提升
至76.75%。

治岸护水同步推进。新建防洪护
岸65.23公里，综合治理河道42.28公

里，先后关闭7座小水电站，完成23座
小水电站生态流量整治，沿岸生态环境
明显改善，河湖水清岸绿的格局加快形
成，同步推进矿山生态修复，累计完成
170公顷关闭矿山治理工程。

以明月山为试点，长寿区创新生态
修复投融资机制，依托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路径，将废弃矿山修复项目整体打包
为“生态地票项目包”，通过绿色金融贷

款筹集修复资金9000余万元，并引入
“企业自筹、上级争取”等多元投入方式
破解资金瓶颈。健全“政府统筹、部门参
与”的联席会议制度，区人大同步建立

“人代会审议、定期跟踪评估、项目动态
调整”机制，多元共治格局基本形成。依
托“生态地票”政策工具，将采矿用地改
造为农用地，形成“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抵充规费”多重功能，实现生态修复与价
值转化的同频共振。目前，明月山废弃
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已入选《全国矿山生
态修复多元共治二十大典型案例》。

转型升级塑优势
无废园区展新颜

从“老工业区”到“绿色新高地”，依
托长寿经开区这个化工产业集聚区，长
寿区坚持“无废”引领、绿色先行，在厚
重工业基因中孕育绿色蝶变。

把好源头“阀门”，守住生态“底
线”。长寿区严格落实“三线一单”分区
生态管控，严控传统高耗能、高产废行
业扩张。22家重点企业参与无废工厂

建设，川维化工、峰圣石化获评市级危
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标杆企业，其中川维
化工率先在中石化系统内建成“无废工
厂”。产业结构循环链接持续优化，园
区已形成7大产业集群、25条循环经济
链，园区循环经济关联度高达92%，实
现“园区大循环、产业中循环、企业小循
环”深度融合。

向“智”提效，用数字托起绿色安
全。210余家重点企业生态环保全过
程监管实现智慧化，污染源数据“一点
一档”、企业环保信息“一企一档”集中
汇聚、一键调取。深入推进“一园一策
一图”试点，建立“业主－管家－部门－
管委会”四级巡查机制，构建起“厂区—
公共设施—园区”三级智慧防控体系，
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从产业重地到绿色样本，长寿区正
以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探路开局，续写新时代老工业
区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新篇。

王静 王美蓉
图片由长寿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碧水蓝天长寿湖

工作带娃两难顾、老人带娃分歧
多……如何平衡带娃与上班之间的关
系，成为不少婴幼儿家庭所面临的难
题。江津区给出的“解题思路”很实
在——以政府推动建立专业托育力量
为支撑，破局育儿难题。

5月30日，江津区正式发布“硒望
童行”托育品牌，该区首家公办托育机
构——江津区妇幼保健院托育中心
（以下简称“托育中心”）同步启用。作
为品牌核心载体，该中心创新打造“医
育结合”模式，旨在为有需要的家庭提
供“方便可及、价格可接受、质量有保
障”的服务，有效缓解育儿负担，助力
实现“幼有所育”。

硬核支撑，八大专业团队打
造托育“中枢”

托育中心位于江津区妇幼保健院

城南分院，占地600平方米，有活动
室、教室、户外游乐区等多个区域。托
育中心充分发挥儿童医疗保健卓越的
服务能力这一优势，以“医育结合、科
学照护”为核心理念，致力于为全区
0-3岁婴幼儿家庭提供安全、专业、优
质的托育服务。通过汇聚“医师、护
师、早期发展师、育婴师、康复师、营养
师、治疗师、评估师”八大领域专业团
队，全方位覆盖孩子的健康监测、早期
教育、营养膳食、潜能开发及个性化成
长需求。同时，中心还依托江津区妇
幼保健院专家团队，开展每日晨检、营
养评估、生长发育监测全覆盖，建立全
区首个“托育+儿保”绿色通道，探索
具有江津特色的托育综合服务并在全
区范围内推广。

作为江津区首家公办托育机构，
该中心的筹备建设单位——江津区妇
幼保健院是以提供全生命周期医疗保
健服务为特色的三级甲等妇幼保健

院，获重庆市首批“3A级儿童保健标
准化门诊”。在区卫生健康委领导下，

肩负着全区72家托育机构的业务指
导职责，组织开展托育机构备案管理、

普惠性认定管理、托育机构等级评审、
卫生保健评价，构建“1+30+N”医育
结合联盟（“1”为区婴幼儿养育照护指
导中心;“30”为各镇街社卫中心、卫
生院;“N”为各托育机构)。在人才培
养上通过与重庆市职业技能实训中心
共同培养育婴员、保育师和卫生保健
人员，累计培训500余人次。同时开
发婴幼儿养育照护、科学育儿、卫生保
健等科普宣传素材。

专业照护，打造可复制可推
广的托育服务样本

江津市民吴女士表示，“女儿今年
2岁半，自己和丈夫是双职工家庭，平
日带娃是家庭的重大难题，而托育中
心的成立无疑为家庭‘松绑’，孩子有
什么不舒服，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
能够及时察觉，公办的更放心。”

据托育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中
心预设4个班级，70个托位，除了开展
基础托育服务以外，还针对托育对象
开展心理健康评估、智力检测、疫苗接
种等配套服务，让0—3岁孩童能够在
专业守护下健康科学地成长。

江津区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院
长李华表示，医育结合提升托育的安
全性、专业性和科学性，既是满足家长
高品质托育需求的关键路径，也是推
动托育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策略。
未来，中心将肩负起示范引领重任，以
标准化运营流程、个性化照护方案和

“家园社”协同机制为抓手，打造可复
制、可推广的托育服务样本。同时，中
心也将以更专业的团队、更温暖的照
护、更创新的服务，为全区婴幼儿撑起
健康成长的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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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家长沉浸式体验“医育融合”

江津区首家公办托育中心启用 “医育结合”开启科学育儿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