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梁职业教育中心 提质培优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党建领航 文化浸润 多元合作

多年来，在铜梁
区委、区政府的高度
重视、关心支持下，铜
梁职业教育中心（下
称“铜梁职教中心”）
秉承着培养技能型人
才的教育目标，紧紧
围绕服务社会经济发
展这一宗旨，积极响
应科教兴国、人才强
国、创新驱动战略，以
党建引领、文化浸润、
多元合作为抓手，不
断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为实现“中国梦”
添砖加瓦。

抢抓机遇
党建领航不忘育人初心

近年来，国务院相继印发《国家
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带来职
业教育发展的又一个春天。

在铜梁区“实业立区、创新强
区、开放兴区、生态优区”的背景下，
铜梁职教中心也迎来前所未有的发
展机遇。铜梁区政府先后投入1.5
亿元建设学校三期工程，进一步扩
大学校办学空间和办学规模。

建校30多年来，办学条件不断
优化，办学规模不断扩大，但学校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始终
如一。

在学校看来，职业教育不仅要
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更要培
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强党
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
育的根本保证。

学校切实履行党委书记第一责
任人制度，积极抓好党委理论中心
组学习、支部“三会一课”、行政会、
教研会，完善党委议事规则、领导干
部述廉述职制度、支部活动制度、谈
心谈话制度等。

通过拓展活动形式，让全体教
职员工在“学习强国”挑战答题比赛
中，强化理论学习；开展“党课开讲
啦”微党课比赛活动，鼓励广大党员
同志结合教育实际上好示范课；充
分发挥支部示范作用，以党建带群
团，积极组织学生开展“中华魂”征
文、演讲比赛，组织教师开展“创树
讲比”“比晒”等活动，以党建带动全
校教师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此外，铜梁职教中心在教育教
学、脱贫攻坚、社会服务、志愿活动
中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
每一面先锋旗帜高高飘扬。

区级示范性党组织验收之际，
学校承办教育系统书记、校长党建
工作观摩活动，学校以“党建引领促
发展职业教育谱新篇”的经验分享
受到一致好评。

德行兼备
文化浸润培养时代新人

每到新学期开学，铜梁职教中
心操场都会出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铜梁职中学子们列队整齐，军
歌嘹亮，展现出中华少年的精神气
魄。

事实上，不仅仅是在军训中，走
进铜梁职业教育中心，处处都彰显
着秩序井然——学生群体纪律严
明，教师团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师生由内而外体现出高度的行动自
觉。

铜梁职教中心以“军匠”主题文

化为引领，坚持“龙、军、职”三大文
化元素探索实践，以传承龙舞文化、
锻造军人品质、诉我工匠情怀为核
心，培养学生崇尚军人作风的美好
品德，敬业精益、专注创新工匠精
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服务学生发展、
教师发展、学校发展。

近年来，学校先后获评教育部
国防教育特色学校、重庆市德育工
作先进单位、重庆市拥军优属模范
单位学校。

铜梁龙舞在铜梁区流传已有数
百年历史，是一种以龙为主要道具
的传统民俗舞蹈艺术形式，被国务
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铜梁舞龙与民俗活动
紧密联系，既是舞蹈，又是体操、杂
技，蕴含着丰富的德育、美育、体育、
劳动教育等育人价值。

学校聘请铜梁龙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担任兼职教师，在保安和
学前教育专业开设龙文化特色课
程，组建龙舞艺术团。

近年来，学校舞龙队荣获“国缘
杯”全国舞龙舞狮竞标赛亚军、第十
五届“黄飞鸿杯”世界华人狮王争霸
赛舞龙自选套路冠军、第二届国际
龙舞争霸赛冠军等重量级奖项，学
校舞龙表演登上央视中秋晚会、春
节晚会等，承担市、区重点景区定点
演出。学校被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
展委员会市教育委员会命名为重庆
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舞龙
教育基地。

多元合作
精技强能淬炼大国工匠

在铜梁区工业振兴的浪潮下，
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职教改革，积
极贯彻落实《职教20条》，加大投入
力度，深化产教融合，建立校校、校
企、校地合作计划，探索“园校互动，
四方联动”办学模式，搭建“命运共
同体”，将铜梁职教推向了发展的

“快车道”。
作为扎根铜梁的技能人才摇

篮,学校积极探索“政、校、行、企”四
方联合办学的新模式，激活区域人
才培养最大活力。

学校引企入校，与重庆市杰仕
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市双仕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铜梁驷坊汽车维修有
限公司建成生产性实训基地，充分
利用企业的设备和技术优势，开阔
学生视野，提高学生专业技能；与重
庆勖研精密模具有限公司试水混合
所有制办学，学校负责理论教学，企
业技师负责实作课教学；与庆兰实
业、杰尔科技英力电子等开设“定单
班”10余个，针对企业开发特色课
程，为企业定向培养急需技能人才；

引入吉利汽车集团，与北京吉利汽
车学院、吉利汽车集团签署校校企
合作协议，推行现代学徒制，实施校
企人才共育“成蝶计划”，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

社会服务是职业院校重要的职
能和责任所在。铜梁职教中心在输
送人才的同时，积极承担社会服务，
发挥最大服务效能。每年有70%以
上的毕业生留在了本地就业，今年
800余名学生到铜梁高新区企业参
加实习，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了人才支持。

学校与铜梁高新区庆兰实业、
南雁集团、林腾机械等43家企业签
订合作协议，成立铜梁职教集团，现
有8家职业院校，51家区内企业，3
家行业协会、社团加入。

与重庆师范大学、重庆机电职
业技术大学2所本科院校，重庆电子
工程学院、重庆交通职业学院、重庆
财经职业学院、重庆资源与环境学
院等12所高职院校开展“3+2”联合
办学、校校合作、实训基地共建等合
作项目，为学生发展提供通道，为专
业建设提供平台，借力高校资源，助
力内涵提质。

数据显示，3年来，合作企业对
铜梁职教毕业生满意达96%以上，
一批又一批的毕业生留在了本地就
业，成为服务铜梁经济发展的主力
军。

目前，学校正在积极探索高规
格建设“先进制造产教融合示范
园”，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全体劳动者
的培训体系，进一步打通中职教育、
高职教育与本科教育通道，为服务
区域经济发展积蓄能量。

苏姗 谭茭 覃燕
图片由铜梁职业教育中心提供

学校高质量发展，成就学生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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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伟平

5 月 13 日，巫山县双龙镇安静
村的红美人柑橘基地，齐腰高的柑
橘苗整齐排列，王启科、李太凤等10
余位村民在柑橘地里锄草、施肥、修
枝……一派忙碌的耕作景象。

“要是管护得好，明年或许就能挂
果哦！”看着撂荒地又利用起来了，安
静村村委会副主任杨天火心里乐开了
花。要知道，在去年之前，这片地还是
杂草丛生。

“不是我们不愿意种，确实是情不
得已。”杨天火告诉重庆日报记者，由
于土壤贫瘠等自然条件的限制，种地
的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看不到希望
的村民只好外出务工，留下老人、小孩
在家，许多土地因此撂荒。

双龙镇副镇长龚克毅接过话茬
说，安静村地广人稀，常年在家不到
1000人。2019年下半年，他到双龙镇
上任时，看到安静村大片的撂荒地心
里一阵伤痛，下定决心要让这片土地
焕发生机。可一想到留在村里的绝大
多数人都没什么劳动能力，龚克毅心
里并没有底。

怎么办？龚克毅凭借多年分管
农业的经验，想到了土地流转。“要不
通过土地流转，把缺劳户土地的经
营权交给村集体，村集体再引进企
业盘活土地，咋样？”经过镇村干部、
村民代表合计，该村决定通过“公
司+村集体+农户”的方式盘活撂荒
地。

这套办法行不行得通，龚克毅
心里也没底，他只好硬着头皮挨家
做工作。当他刚开始入户宣传时，
不出意外地遭到了部分村民的冷眼
相待。

“很多村民不相信这套办法行得
通，有的甚至不在乎耕地是不是撂
荒。”龚克毅和村干部跑遍了家家户
户，又挨个给在外务工的村民打电话，
前后组织村民开了10多次会，还带着
在家的村民到外村参观撂荒地复耕，
大家的态度逐渐有了转变。

“除了照看孩子读书，还要照顾老
母亲，光靠种地啷个生活嘛。”安静村
五组村民王启科为了养活一家子，忍
痛舍弃像命根子一般的土地，到县城、
乡镇里打短工。听说有公司代种，在
没有产生效益前每年每亩地还有100

元的补助，产生效益后还有分红，他第
一个站出来支持。

杨天火流转2亩、王本刚流转3
亩、周家权流转5亩……在村干部和
党员的支持下，四、五、六组近200户
农户拿出了近1000亩土地交给村集
体。2020年5月，村集体通过招商引
资，将这些土地转包给了一家农业开
发公司栽种柑橘树。

该公司负责人介绍，“公司+村集
体+农户”的分配机制是，待基地里的
柑橘有了效益后，公司、村集体、农户
将分别按照利润的60%、5%、35%进
行分红。与此同时，针对脱贫户，公司
还将拿出1%的利润进行二次分红。

“为让村民获得更多分红，我们将在树
下套种黄豆、胡豆等矮杆农作物，还将
发展柑橘深加工和推进农旅融合，放
大土地的增值效益。”

“这样不但盘活了撂荒地，还增加
了村民收入，壮大了村集体，可谓一举
多得。”龚克毅说，如今，按照“公司+
村集体+农户”的方式，双龙镇新栽种
柑橘1500亩，脆李500亩，在绿化荒
山荒坡的同时，有望实现户均增收
500元。

巫山双龙镇集体流转土地

荒山变良田 农民心里甜

□本报记者 罗芸

入夏时节，城口县修齐镇枇杷村
三社的100余亩魔芋种植示范地里，
魔芋在阳光下舒展着巨大的叶片。

村干部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这些
地原本是撂荒地。在“三变”改革中，
这片撂荒地按每亩1股作价，成为村
里合作社的股份，今后每年都能为入
社的农户带来分红。

近两年来，城口县通过“三变”改革，
利用撂荒地发展起特色产业，为当地农
民带来租金、分红等多项收入。

土地是农业发展之基。由于城口
县不少农民外出务工，留在家的村民
往往缺乏劳动力，一些地理位置差、坡
度大的零碎土地容易成为撂荒地。

近年来，城口县因地制宜，多举措
统筹利用撂荒地。该县农业农村委有
关负责人介绍：对于地势平坦的撂荒
地，尽快复耕，优先用于粮食生产；对
丘陵地区的撂荒地，根据条件，发展粮
食、特色水果、中药材、茶叶等生产；对
季节性撂荒地，指导农户种植绿肥等
养地作物，提高耕地质量。

在双河乡天星村四社，连片的30

余亩食用菌种植大棚内，十来个村民正
在采摘新生出的香菇。这一片大棚由
村里的艺农园专业合作社负责生产、经
营，每天要雇用不少村民来采摘香菇。

“原来我家撂荒了7亩地。”60多岁
的脱贫户徐东定说，因身体等原因，几
年前他就不再种植那些零碎的土地，

“没想到现在全成了种菌子的大棚。”
2019年，村里建起专业合作社发

展食用菌，需要流转土地。徐东定爽
快地将7亩地流转出去，每年每亩有
300元租金，流转期限为10年；土地
经营权作价入股，他也成了合作社的

“股东”。
这样，徐东定不仅每年可以获得

租金，还能获得分红，同时还可以在食
用菌大棚内打工。

现在，每年7亩地能为他带来五
六千元的收入。“现在地没有荒，人也
有事干，多好哇！”徐东定很满意。

据了解，在撂荒地的利用中，大多
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实施。他们结合本
村实际发展特色产业，并吸纳了大量
村民就地务工，让撂荒地成为不少村
民的务工地。

高山地区往往是出现撂荒地的重

点区域。城口不少乡镇结合本地实
情，流转撂荒地发展起农旅融合的新
型产业，为农民增收。

明通镇龙泉村位于高寒山区，原
来只能种植玉米、红薯等传统粮食作
物。“村里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不如山
下，加上很多村民都进城居住，全村有
100余亩土地撂荒。”村支部书记徐术
坦言。

去年，该村结合国土整治，将100
余亩种植条件不佳的撂荒地改造成能
保水保土的田土，打造连片标准化生
态茶园。这些整治后的茶园，按每亩
1股的方式加入村里成立的云缝里种
养专业合作社，撂荒的土地成了村民
增收的资源。

今年3月，合作社引入的白茶种
苗全部完成移栽，茶园内的人行步道
已逐一硬化，并请来设计师在茶园内
增建凉亭、休憩桌椅等设施。目前，具
有休闲功能的茶园已逐渐成形。

徐术表示，由撂荒地改成的茶园，
不仅将成为城口县南部茶叶的生产基
地，未来这里还将发展以茶文化为核心
的旅游景点，并与周边景点形成环线，
走农旅融合的路子，防止撂荒地反弹。

城口实施“三变”改革

经营权入股唤醒撂荒地

撂荒地成了丰收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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