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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工商学校 创新发展动能 探索共赢之路
找准产教融合新方位 赋能区域经济新发展

凡益之道，与时偕
行。

作为拥有 116 年办
学历史的百年职教名校，
重庆工商学校随着产业
发展而不断跨越，现形成
“园团融合”的集团化办
学模式，以培养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为核心，既赋
能国家及城市发展战略、
又服务区域产业布局，不
断释放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
的“四合”之力。

学校作为首批国家
级重点中职学校、首批国
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
展示范学校以及重庆市
高水平中职学校、“双优”
中职学校建设单位，在深
厚的教育积淀与创新发
展中，收获了“巧匠能工
沃土，豪商巨贾摇篮”的
美誉，跻身全国中等职业
教育第一方阵。近年来，
学校先后荣获全国教育
系统先进集体、全国职业
教育先进单位、全国中等
职业学校德育工作先进
集体、全国黄炎培职业教
育奖优秀学校、全国五四
红旗团委等殊荣。

引企入校
实现产教全程融合

智能制造公共实训基地，学
生正在进行智能加工单元调试；
电子工程系实训中心，“大金班”

“格力班”的实训室按照企业车间
标准设计；服装工艺理实一体化
实训室，一块块极普通的布料经
过学生的创新设计、巧手缝制，最
终变成造型精致的成衣……置身
重庆工商学校更明显感受到“校
中企”的特色。

力促“产”“教”融合，学校早
在2005年便按照“办专业、建实
体、塑品牌”的思路，先后注册或
引进相勤机械、匠心汽车4S店、
红星电子等企业，建设产教融合
实训基地10个。

引企驻校，这既是立足实际
落子，也是着眼长远布局。

企业赋能职业教育，而产教
融合的成果也在反哺企业，一组
数据振奋人心：重庆工商学校年
开展社会培训1.2万人次，年产值
近亿元，研发发明、实用新型等科
研成果20余项。

园团融合
赋能两千亿级产业

经过数年的跨越式、内涵式
发展，2009年，重庆工商学校迎
来新的里程碑——牵头30所职
业院校，68家企业和科研院所，组
建西部地区最大的跨区域、跨行
业的重庆工商职业教育集团。

打造“重量级”职业教育集
团，让江津这座“城”也有了新气
象：区政府紧邻集团布局工业产
业，仅用10年催生占地20平方公

里，年产值300亿元的江津职教
工业园，为江津区两千亿级产业
提供重要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同时，集团始终与地方产业
发展同频共振，通过“订单培养”，
实现“发展规划、资源配置、园团
管理、校企活动、培训就业”五个
一体化。

借力集团、园区两大实践平
台，“准员工们”忙碌的身影，已是
重庆工商学校“校中企”的常态。

“学生既是在学习，也是在工作，
在校内就能完成从学生、学徒，再
到准员工、员工的完整转变。”校
长刘友林说。

如今，重庆工商职业教育集
团入围全国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
（联盟）培育单位，已成为集行业
之势、企业之力、学校之术的职业
教育战略联盟，“园团融合”集团
化办学模式被教育部职业教育中
心研究所向全国推介，集团影响
力立足西部、辐射全国。

现代学徒制
培育高技能人才

大国工匠，国之基石。2015
年，重庆工商学校成为全国 27
所、重庆市唯一一所中职学校现
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在人才培养
上蹚出新路径。

试点以来，学校遴选全球、全
国制冷领军企业大金空调、中国
格力等作为合作伙伴，建构了“三
双一体”现代学徒制校本化实践
范例，即学校与企业“双主体”，教
师与师傅“双导师”，学生与学徒

“双身份”，招生招工“一体化”。
学校总结出“121”“233”工

学结合实践性教学模式：第一学
年企业每月安排两名师傅到校从
事实践教学；从第二学年开始，学
生先在校学习3个月，再到企业
实践3个月，形成了识岗、试岗、
轮岗、定岗、顶岗“五岗”交替的理

实一体化实践教学新模式。
企业员工与学生定期“角色

互换”，教师与技能大师同样如
此。“双师型”教师是重庆工商学
校职教培养的重要方向。在深化
教师、教材、教法“三教”全面改革
的过程中，涌现出全国模范教师、
教学名师刘钦平、刘庆等一大批
教学改革先锋，开发了一批职业
教育国家规划教材、改革创新示
范教材等，获国家级和重庆市级
教学成果奖11项。

一路走来，重庆工商学校从
顶层设计层面搭建“四梁八柱”，
更从改革落实层面画出清晰“路
线图”，驱动学校产教融合、创新
发展不断进步。“学校将紧抓职业
教育大改革、大发展的黄金时期，
不断深化产教融合，全力打造更
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刘友林说。

文秀月 阳丽
图片由重庆工商学校提供

重庆工商学校2023级现代学徒制大金班开班暨颁奖典礼现场

在江津富硒甜桔成熟
的5月，重庆工商学校电子
商务专业的学生们忙着采
摘、分拣、包装……这不是
普通的劳动，而是学校设
计的实战作业，涵盖了文
案制作、产品拍摄、美工设
计、上架运营、客户服务、
售后物流等全部流程，商
品同步在“津品汇”云上商
城销售。

重庆工商学校将产教
融合触角延伸至农村，积
极对接现代服务业开设新
兴专业，并结合江津地方
特色，打造区域品牌，承办

“津品汇”云上商城。
“津品汇”云上商城以

江津区富硒产品、农特产
品、消费工业品和文旅产
品为重点，既是集“媒体+
电商”为一体的江津区电
子商务综合交易平台，也
是集产、学、研、训为一体的电子商务专
业的产教融合基地。

以产促教，“津品汇”云上商城助力
重庆工商学校培养电子交易、供应链管
理、网络营销等覆盖电商产业链的专业
技术技能人才，未来将建成全市电商专
业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以教促产，学校倾力服务中小微企
业，通过为其代理产品加工包装、商标
注册和渠道销售，将“津品汇”云上商城
打造为中小微企业的孵化基地和创新
创业平台。从 2020 年 12 月 25 日上线
至今年3月，已入驻商家120家，商家产
品种类445种，交易量2000余件。

接下来，重庆工商学校将围绕乡村
振兴战略，继续深入对接乡村，实现职
教专业与农村产业无缝连接，打造一批
大V级网红人才和知名电商培训师，通
过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多种形式促农
增收，助推农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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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经贸中等专业学校 育训并举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探索“五方互动、五环惠农”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

职业教育是推动
乡村产业振兴的动力
源，是新时代做好“三
农”工作的总抓手，肩
负着培养多样化人
才、传承技术技能、促
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
责。

作为全国职业教
育先进单位、全国供
销系统先进集体，重
庆市经贸中等专业学
校（以下简称“重庆经
贸中专”），以为“农”
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为己任，聚焦乡村振
兴的新模式、新产业、
新业态，探索并构建
了“政、社、校、企、村”
五方互动，“项目化、
契约化、市场化”三方
牵引的协同育人机
制，通过搭平台、建基
地、兴人才，助推乡村
振兴各项举措不断走
深走实，培养造就一
批爱农业、懂技术、善
经营、会管理的高素
质新型职业农民，努
力实现“培养一个人
才、壮大一个产业、服
务一方经济、致富一
方百姓”，为乡村振兴
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创新育人机制
打造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重庆经贸中专培养农业人才，
助力脱贫致富的探索实践，早在10
多年前便有迹可循。

2010年7月，重庆经贸中专成
为扶贫办招标指定的重庆市贫困地
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学校，
以此为契机，学校牵头成立了全市
仅有的一家农民工培训集团——重
庆市春晖农民工培训集团。

在开展一段时间的农村劳动力
转移培训工程过后，重庆经贸中专
教育人意识到，要更好地服务农村
经济发展，实现精准扶贫目标，还应
从制度构建、机制创新和格局共建
等方面寻求新的治理突破。改革求
新就此开始。

2012年6月，重庆经贸中专成
立了“三农”人才培养改革工作小
组。2016年6月初步形成成果，并
用于实践。2017年10月开始，学校
紧扣乡村振兴战略，深化成果应用。

“从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是
一项更加艰巨复杂的任务，必须契
合乡村发展需要，加强顶层设计，以
更有力的举措、更强大的合力去推
动。”重庆经贸中专党委书记、校长
何仁聘说。

近年来，重庆经贸中专把服务
“三农”和乡村振兴作为学校新一轮
发展的战略支点进行重点布局和规
划，在开展学习调研、政策研究、项
目策划、实践总结的基础上，依托供
销社组织体系，借助市委组织部、人
社局、财政局、扶贫办、科委、农委等
职能部门的政策支持，签订合作协
议和项目任务书，形成项目化、契约
化、订单式的“政、社、校、企、村”五
方联动乡村振兴人才培育平台长效
机制，构建了基地在农村、对象是农

民、课堂在农田、成果进农家的“五
环惠农”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点
燃了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力引擎。

为给农民提供多样化的培训服
务，重庆经贸中专围绕“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总体要求，主动担责，充
分发挥重庆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培
训中心和全国供销合作社职业技能
鉴定重庆分中心等服务平台功能，
还在人力、财力和物力等资源上进
行重点倾斜，保障了助力乡村振兴
工作持续向好的推进。

多方共培共育
推动人才培养迈上新高度

每逢秋季，走进永川区来苏镇
集水稻种植、蔬菜种植、茶叶栽培、
畜禽养殖、淡水养殖、花卉苗木栽培
为一体的生态农业产业园，呈现出
禾稻飘香、花香四溢的丰收景象。

这里不仅是重庆经贸中专按照
“产教融合、场景观摩、实际操作”要
求，通过流转农村土地400亩，引企
入园，通过教、研、产一体运行，建立

起的情景式、实体化、项目化教学培
训基地，更是国家级科技特派员创
业培训基地。

“借助这个生态农业产业园，学
校茶叶生产与加工、园林绿化与园
艺、农业与农村用水、农业机械使用
与维护等涉农专业的学生有了更优
质的实训平台，更重要的是为农民
学习实用技术促进农村经济转型、
农业产业升级夯实了根基。”重庆经
贸中专相关负责人说。

这是重庆经贸中专集合资源，
创造乡村振兴更好条件，助力人才
培养的缩影。事实上，重庆经贸中
专还与农技部门合作新建了农作物
科学试验基地，引进企业建成了名
优茶加工车间、生态淡水鱼养殖塘
和仙草种植基地，自建了农业机械
维修与装配车间和科研培训楼。

众多农业产业化基地先后建
成，发挥出教学实训、培训鉴定、科
技推广、信息服务、资源共享五大功
能，满足了生产和教学、科研、培训
等多元化需求，既是重庆经贸中专
培养乡村新型农民的“练兵场”，也
是学校培养专业人才的“大课堂”。

事实上，重庆经贸中专整合校
内资源，聚拢行业资源，以加快基础
建设提档升级为切入点，与西南大
学、重庆市农科院、重庆市茶叶研究
所、重庆市农技总站、重庆市供销社
四大集团等单位，展开技术创新、人
才共培、科学治理等工作，达到专家
互聘、项目共研、成果共享的效果，
促进涉农产业发展。

数据显示，重庆经贸中专承接
永川水稻全程社会化服务试点项
目，完成水稻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
11000余亩，服务质量名列全区第
一。依托基地开展农业科技推广、
良种推广、农机使用技术推广等农
业科技研究和服务，培育农村流通
科技特派员11人，推广良种21个，
带动2188户农民增收。

深化改革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升级”

来自黔江区白石乡中河村农民
工李清华，是重庆经贸中专参与实
施的供销社“新网工程”培训的优秀
学员代表。学成返乡后，他领办了
黔江早稻田辣椒种植股份合作社，
组织265户社员统一种子、播种、育
苗、防治，利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
相结合，创立了“送饭宝贝”和“尝必
乐”2个自主品牌，其自研的渣海椒、
盐菜等5项成果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基于股份合作社的良好运作，
李清华带领社员走集约化、规模化、
产业化发展道路，还推行起了基地
股份化改革。

培训中，还有不少跟李清华一
样的新型职业农民，在重庆经贸中
专的帮助下，学成了实用技术，回乡
后积极自主创业，促进了当地农民
与农业产业发展。

要下好乡村振兴这盘大棋，就
要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熟

悉市场的新型农民，也要增强职业
教育与乡村发展的适应性，与时俱
进地培养更多专业技术人才。

为此，重庆经贸中专推出改革
人培模式、实施项目教学、强化专业
建设、实施漂鸟计划“四大重磅计
划”，拓宽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路
径，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
条，打造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据了解，重庆经贸中专实施“双
季双历双场域柔性迁徙式”复合化
人才培养模式、“中高衔接、学非融
合、长短结合”的乡村振兴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开展农业科技、优良品
种、智慧农服等项目培训和技术服
务，让农民学有收获、学有所用。

同时，学校牵头制定国家专业
教学标准，领衔开发国家精品课程、
国家规划教材，自编校本培训教材，
建成国家级、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承办全市“巴渝工匠杯”茶行业等职
业技能大赛，为茶叶生产与加工、农
业机械使用与维护、农业与农村用
水、农村经济综合管理等涉农专业
的学生加强素质培养，增强就业能
力。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经贸中专
组织“漂鸟体验”，针对农民开展职
业体验、现场观摩，施行“漂鸟筑
巢”，开展农业技能训练，推进了多
元化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
系、经营体系构建，激活了乡村振兴
的内生动力，壮大了乡村振兴的人
才力量。

“十四五”时期，重庆经贸中专
将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目标，以高
质量发展为引领，加强制度体系建
设，不断调整和完善服务区域发展
的特色，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和
乡村全面振兴。

陈明鑫 张骞月
图片由重庆市经贸中等专业学校提供

中国林科院湖南昆虫研究所杨子祥教授给酉阳县五倍子培训班学员讲解
倍芽挂倍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