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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永川成为“成就工程师的城市”
5月12日，永川高新区管委会、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城市职业学院三方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暨重庆城市职

业学院中德工程师学院揭牌仪式举行。
根据协议，三方将共育智能制造新工程师，引入德国职业教育的先进经验和标准，持续开展专业建设、技能竞赛、

师资培训、标准制定、培训认证等工作，为重庆市高端智能制造产业提供人才支撑。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将以数字化工厂技术平台和西门子核心资源为基础，结合学校、企业的技术和人才优势资

源，重点打造面向工业4.0的智能装备制造类人才公共培养基地，建设以数字化双胞胎技术为支撑的工业网络和智能
装备制造实训平台，引入双胞胎技术相关课程、专业和学科，最终培养出具备智能装备制造业知识的全方位新工程师
专业群体。

自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永川建设西部职教基
地以来，永川以打造“产城职创”融合发展样板城市、建设国家级产教融合型城市为目标，全面拉开了推动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步伐，努力让永川成为“成就工程师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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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历来就是永川的一张
名片！”西部职教基地建管委负责人
说，永川的职业教育最早可追溯到清
代，距今已有120多年的历史，从建国
至今主要经历了“兴起、壮大、转型、
升级”四个阶段——一是上世纪60年
代—80年代，在永川地区先后设立12
所公办大中专和技工校；二是上世纪
90年代，一些行业和社会力量顺应形
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利用城市闲置房
产资源和退休师资，兴起了民办职业
教育的热潮，职业院校由1990年的14

所壮大为2003年的26所（4.3万人）；
三是2003年永川区开启重庆职业教
育基地建设，开创以“城校互动”为特
色的发展模式，被教育部誉为“中国职
业教育发展第四种模式”；四是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中赋予永川建
设西部职教基地的任务使命，永川区
在“城校互动”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打
造“产城职创”融合发展的西部职教基
地。

“职业教育也是永川城市建设的

重要推动。”西部职教基地建管委负责
人说，2003年，永川拉开新城区建设
序幕，并提出建设“川渝经济带上区域
性中心城市”的目标。如何建设新城
区、实现“区域性中心城区”目标，永川
区将目光瞄准职业教育，认定“发展职
业教育是承载和推动城市发展的一个
轮子”。

由此，永川区将新城建设与职教
改革结合起来，推进“城校互动”发
展。一方面通过强强联合、以强扶弱
方式整合职业院校，大力推动中职升
高职、高职升本科；另一方面，将重庆
文理学院、重庆水电职业学院等6所
职业院校迁建至新城，大幅改善它们

的办学条件。
到2015年时，永川区职业院校已

由原来的26所整合为15所，但在校学
生却由4.3万人增加到11.9万人。其
中，通过引导职业院校迁建和扩建，直
接带动城区拓展的面积为6.8平方公
里，职教关联人口占比超过25%，推动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3.3个百分点，
助力永川区在2018年成为人口净流
入城市。

可以说，“以职兴城”是永川形成
现有城市规模的重要动力源之一，职
业教育在拓展城市空间、提升城市功
能、带动人口集聚方面发挥了难以替
代的重要作用。

曾开创中国职教“第四种模式”

永川经贸校制茶国家级示范专业

西部职教基地建管委负责人表
示，之所以在以职兴城基础上提出打
造“产城职创”融合发展样板城市、建
设国家级产教融合型城市目标，得益
于他们近年来在推动“产城职创”融合
发展的积极探索，践行“以产聚人兴
城、以城留人促产、以校育才优产”发
展路径。2017年底，永川区出台“职
教24条”激励政策，累计兑现奖补资
金超过10亿元，用于支持院校提质扩
容、深化产教融合。

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永川的职
教由2018年的15所大中专院校、12
万名在校生规模增加至现在的17所、
16.3万名在校生规模，平均每年新增1
万名在校生。

其中，重庆城市职业学院2017年
的在校生规模还只有2600人，近年来
通过开展订单培养、资源共建、组建混
编化团队等类型多样的产教合作方
式，至今已达9700名在校生规模。去
年，永川区还为该校新增供地585亩，
预计今年动工扩建，预计2025年达到
1.3万名在校生规模。

近3年来，永川已累计供应土地
2500余亩，用于支持重庆城市科技学
院、重庆城市职业学院、永川职教中心
等6所院校扩建校区。

另外，永川区还加大优质院校引
进力度，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永川
校区已正式签约，重庆智能工程学院
已于2020年秋季建成投用，由雅迪科

技集团举办的重庆现代制造职业学院
已启动建设。

在以职促产方面，永川依托西部
职教基地提供的人才优势，近年成功
引入长城汽车、雅迪科技等行业龙头
企业，基本形成了汽摩产业在内的

“5+3”产业集群。西部职教基地17所
院校与在永企业共开设有113个订单
班和中国特色学徒制班，涵盖44个专
业，学生人数达到4400余人，新建符
合永川主导产业的特色专业32个；校
企共建实训基地数量已突破1300个；
校企共建产业学院22个。近4年支持
职业院校增设智能装备、大数据等专
业51个，对接重庆市重点产业的学生
占比达85%以上；每年为社会输送3
万多名技能型人才，就业率稳定保持
在96％以上。同时，每年从院校选派
1000余名教师到企业挂职实践，聘任
600余名工程技术人员到校任教，深
度实现了产业、职教的有机融合和相
互促进。

在以职助创方面，永川支持院校
加大引才引智力度，近年来累计引进
院士等高层次人才202人，依托国家
双创示范基地打造“永创汇”品牌，牵
头成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创新创业
联盟。依托院校建成9个国家级和90
个市级科研及服务平台，支持职业院
校推进科研成果转化，近5年来科研
成果成功转化有200余项。

“产城职创”融合发展有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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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产城职创”融合发展的西部职教基地

“职业教育不仅是永川的一张靓丽名
片，也是永川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
一。”永川区负责人表示，永川建设区域性
中心城市、现代制造业基地的基础在于建
好西部职教基地。当前，人口红利正在远
去，工程师红利正在到来，一座城市的人
口结构，折射出城市面貌和精神气质，决
定了城市活力和核心竞争力；城校融合的
空间形态，决定了城市品质；产教融合的
模式，决定了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他们
将加快构建互联网时代现代学徒制、贯穿
全生命周期、服务全产业链职教体系，大
力培养符合产业发展需要的巴渝工匠、大
国工匠，打造西部职教名城，让永川成为

“成就工程师的城市”。
为此，永川将抓好统筹，组合、优化产

教城各种资源要素，让职教谋局、产业布
局与城市格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一是
统一标准，学习借鉴德国双元制职教体
系，对接标杆企业用人标准和行业发展标
准，统一人才质量评价，制定相关职业类
别培训章程，完善职业教育考核评价体
系，建立起以“实践为导向”的考核模式，
强化职业教育的实用性、岗位性和技能
性。二是统一规划，坚持以教兴城、以教
促产、产教融合，完善“工程师之城”发展规划，将职
业教育同“生产、生活、生态”同步考虑，配套相应市
政设施、服务设施、生活设施，为“工程师之城”未来
发展进行空间留白。三是统筹资金，争取国家企业
在岗人员技能培训统筹基金和市级专项资金支持，
统筹使用区内教育、人社、科技等政策性资金。探索
实施校企合作收入按比例计入绩效工资，完善技能
人才资助和激励办法。

与此同时，永川将抓好整合，坚持产业链和教育
链有机整合，实现教育性的产业活动和产业性的教
育活动相互促进。一是整合产教资源，围绕“5+3”
产业体系，大力发展与之相适应的职业教育，通过引
企入校、引校入企，加快“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促
进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有效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
标准有效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有效对接。二
是整合区域资源，加强与毗邻地区合作，加快构建功
能错位、优势互补、相互支撑的职业教育立体格局，
共同打造西部职教基地，实现川渝职业教育协同发
展、共同进步、互利共赢。三是整合政策资源，用好
市、区共建机制，积极筹建重庆技术大学，在资源集
聚、土地供应、资金保障、产教融合等方面争取更大
支持。

另外，永川还要抓好共享，推进政府、学校、企业
资源共享，有效降低职业教育成本。一是共享师资
力量，依托西部职教基地优质师资共享平台，优化全
区职业教育师资结构，吸引全国院校教师、高级技术
人才、技能大师等优质职教师资，真正把一流教学成
果、一线企业技术融入院校专业课程。二是共享优
质课程，积极探索西部职教基地一流课程共建共享
机制，充分发挥各大职业院校学科优势，集中力量深
化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
革，推动实现人才联育、学科联建、课程互选、学分互
认，加快打造职教发展共同体。三是共享校企资源，
推动校企科研设施与仪器的开放共享，提高设施利
用率和共享水平。大力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实训基
地，共建“教学+实训+创新”企业学校双主体育人模
式，真正实现“车间即课堂、工匠进学校、老师到企
业”，形成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共生互促
的良好职教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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