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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秀”出新时代职教风采
秀山职业教育中心

服装设计专业学生进行技能实训

40年前，秀山职业教育中心呱呱坠地，历经组
建改名，走出了一条不凡的发展之路。

40年来，一代一代职教人砥砺奋进，持续创新
突破，成为拥有获得全国民族地区青少年爱国主
义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全国首批足球特色学校、市
文明单位等几十项荣誉的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
校。

细数秀山职业教育中心的发展史，一条清晰
的脉络是在发展的每一个关键环节。学校始终把
住产业命脉，建设融合样本，推动着学校实现一次
次跨越式发展，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产教融合是深化教育改革，培养适应产
业转型升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的高素
质应用型人才的根本要求和有效途径。近
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推进职业教
育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
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

怎样才能走好产教融合之路是摆在职
业教育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秀山职业教育中心校长彭华友认为：
“产教融合的关键点在于精准育人，需要职
业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有针对性地融入
企业实际发展需求，与企业一起培养出能够
为产业所用的应用型技能人才。”

近年来，学校通过电子商务专业依托市
级示范校建设项目，积极开展电子商务人才
培养探究与实践，与秀山高新区电商企业开
展深度合作，建立了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长

效机制。
一场新时代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实践

就此展开，其中“三阶三进”电商人才培养模
式成为一大亮点。

具体而言，第一阶第一进，即学生入校，
进行“识岗”教育，明确“准学徒”身份。第二
阶第二进，即学生入企，进行“跟岗”学习，确
定学生“准员工”身份。第三阶第三进，即学
生入园，进行“顶岗”创业，确定学生“准老
板”身份。通过“三阶三进”，提升学生专业
技能，增强了学生就业发展力，蓄积了未来
发展后劲。

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同时，学校积极
构建“园校企”三方协同联动管理机制，进一
步推进产教深度融合。

秀山县高新区出台了在园企业孵化学
生成功创业的考核激励机制，为学生创业提

供政策支持；通过学校与企业签订三方协
议，学校与园区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形成了

“园区推动、企业应动、学校主动”的“园校
企”三方联动、协同推进的局面，为推进现代
学徒制试点、教学改革搭建起坚实的平台。

一种担当、一腔热忱、一份决心……学
校持续深化产教融合，不仅提升了育人质
量，实现了多方共赢，还提升了学校办学影
响力，催生了发展新动能。

人才培养质量持续走高，学校毕业生
“双证率”达到98.5%，学生对口就业率达
93.4%，增强了专业办学实力。通过教学改
革，引入企业，教师融入行业，获取了行业经
验，提高了教学能力和行业实践能力，“双师
型”教师比例达85%，专业教师通过开网店

“实战”强化了专业技能。
产教融合有力助推了县域产业发展，在

实施“园校企共育”项目
过程中，成立了项目运营
团队。目前，全县有电商
企业 287 家，电商店铺达
3200 家，电商从业人员达
51120人，共有电商加工线21
条，加工品牌达63个，电商农
产品基地遍布城乡，促进了农村
电商规模和效益同步发展。

示范辐射作用进一步彰显，
学校电子商务专业为中职电子商
务专业发展提供了可学、可比、可用
的经验模式。项目成果吸引了武陵
山区的中职教育学校前来参观考察
学习，年接待20批次以上，深受各方
的好评。

这是一份令人瞩目的成绩：获重庆市教
学成果奖1个一等奖、1个二等奖、2个三等
奖；4名教师在重庆市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
础课程优质课竞赛中荣获1个一等奖、2个
二等奖、1个三等奖；两个作品在2021年重

庆市职业教育微课教学比赛中荣获二等奖、
三等奖；1名教师在重庆市第六届中小学法
治教育优质课竞赛中获得三等奖……

荣誉见证实力，实力成就辉煌。秀山职
业教育中心教师以优异的表现，彰显出学校

教师队伍建设的卓越功效。
当前，随着市场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缺

口的逐渐扩大，企业、学生甚至老师自身都
对日益僵化的“纸上谈兵”式教学模式产生
了强烈排斥，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培养“双
师型”教师人才迫在眉睫。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教师是
教育教学的核心力量，建设一支专兼结合、
结构合理，具有较高教学水平和丰富实践经
验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是学校工作的重
点。”彭华友说。

2018年，学校乘着高水平中职学校建
设东风，打通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为主的渠
道，着力打造适应新时期要求的既具备理论
教学的素质，也具备实践教学素质的“三能”
（能教、能做、能研）教师团队。

学校研究休假制度，扩展“三能”教师时
间，大力支持和鼓励学校专任教师到合作企
业从事实际业务工作，聘请企业能工巧匠、
行业专家担任兼职教师。开展“校内集训”，
学校通过“请进来”方式聘请行业企业知名
人士到校对教师进行集训，使教师胜任“公
共课程+核心课程+教学项目”的教学任

务。创新“车间建在学校，课堂设到车
间”模式，专业教师深入一线，既上得了
讲台，也下得了车间，在教学改革中提升
了自己的“三能”水平与素质。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积极引导教师加
入行业协会，目前有部分专业教师参加了
与专业相关的行业协会，鼓励、组织教师
参加行业考证，老师通过参加职业技能鉴
定，能力与水平在行业中保持领先。

从三尺讲台到一线车间，从“老教师”
到“新学员”，角色转变带来的是一系列深
层改革，大家齐心协力攻克“教学关”“技
能关”“研发服务关”，培育“金牌教练”，
打造一大批“行家里手”，成就响亮的服
务品牌……

如今，学校成为各高校优秀生源基
地，彭华友、敖敏等指导老师被誉为县
级“金牌教练”。学校培养了初、中、高
级“双师型”教师108名，龙继友老师等
被评为“县级技术能手”。两年研发设
计新产品1000多只，发明实用新型专
利28项，服务企业30多家。

学生文艺展演

秀山是土家族、苗族聚居的地区，历来
流传着各类充满地方风土人情的传统工艺，
有广为人知的苗绣、竹编、花灯，有被喻为民
族文化瑰宝的龙凤花烛，于2007年被重庆
市列入首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秀山职教中心深知，发挥职教优势培养
非遗传承人，不仅能将地方传统文化薪火相
传，还能进一步为学校特色发展打开新局
面。

学校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培
养“非遗+”教师团队。聘请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5人，市县级非遗传承人10人作为学
校兼职教师，在教师中培养了13名县级非
遗传承人、20个“非遗+”教师团队。开展

“通识+选修+拓展”课程改革，建构了“非
遗+”课程体系。出版了9本非遗通识教材，
普及学生13700多人。创建“校内+校外”
文化传承培养基地，累计培养了40个校级
非遗传承人，学生中先后有100余人次获得
重庆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文体比赛等奖
项。创设“学+做+创+秀+销”“非遗”复合

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学生文化创新实践能
力和创业意识。建成“秀山花灯、苗绣、龙凤
花烛”等7个大师工作坊和“剪纸、陶艺”等5
个非遗体验中心，开发了“非遗”文创产品
34件。

在此基础上，如何立足办学特色，服务
地方产业发展，培养更多与地方经济需求相
匹配的技术技能人才，进一步实现创新？

秀山职教中心整合秀山非物质文化遗
产，依托县高新区实施双创基地建设，在中
国微电影城建立“非物质文化传承双创基
地”。在秀山微电影城、川河盖、洪安、西街
等4A级旅游景区建立了门店，面向游客进
行线下售卖。学校在秀山电商孵化园建立
了电商销售平台，进行线上销售，形成了秀
山花灯、龙凤花烛为核心元素的文旅产品

“学—研—产—销”一条龙产业链。

线上线下一体化发展，真正让非遗文化
走向了市场，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释放
出崭新的生机与活力。值得一提的是，学校
还创编了以“秀山花灯”“民俗民风”等为主
题的文艺节目，在西街、川河盖和微电影城
等景区展演，为秀山打造文化旅游景区、提
升文化旅游质量提供支持。

“我们以电商专业为核心，打造农村电
商产业学院，带动旅游、舞蹈、物流、烹饪专
业发展，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助力校企协
调发展。”彭华友表示。

面向未来，学校还将牵头组建武陵山电
商产教联盟，搭建电商实战平台，服务区域

电商产业发展，吸引武陵山及周边
地区企业使用电商平台，进行线
上线下文旅产品销售，实现产教
深度融合、校企共赢，为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
兴贡献职教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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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队伍实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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