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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1 年四川启动省级“双高”计划，宜宾职业技术学院获

批立项 B 档“双高”学校建设单位。立项以来，宜宾职业技术学院立足

特色发展，着力夯实基础、创新突破，在深化“三教”改革、强化社会服

务、推进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采取一系列举措，取得了良好成效。截至目

前，学院省级双高《建设任务书》所列示的 596 项任务，已完成 376 项，

完成率为 63%。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强化特色发展 

建设双高学校 服务地方经济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围绕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需求，坚持立

德树人，在产教融合、三教改革、科研社会服务、国际交流合作

 

办公室 



 

 — 2 — 
 

等方面，抓内涵、强特色、提质增效，奋力推进“双高”建设。 

一、坚持立德树人，探索思政教育改革。学院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培养人才，坚决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围绕“立德、铸魂、强技”的要求，构建“六方联

动、十大主线、前后贯通”的三全育人体系，系统设计学生培养

计划和阶段性成长任务，高水平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入选

四川省第二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2021 年建成“赵

一曼研究院”，荣获四川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彩一课”讲

课比赛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1 项。《高职院校“10+2”实践育人

体系构建与实践》获批四川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 

二、实施“三个”工程，深化“三教”改革。一是实施教师

队伍“鼎兴”工程。学院积极探索和推动学术职称、工程技术职

称、技能等级三线交叉并行职称评聘改革试点，激活高层次人才

活力。截至目前，学院教师攻读博士 48 名，引进博士 20 名，柔

性引进高层次人才 32 名，建成 2 个省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

团队，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二等奖 1 项，省级一

等奖 5 项；二是实施教材革新工程。学院积极推进融合性新形态

教材开发，不断提升高职教材的适应性和实用性。校企合作开发

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 100 部，情景式、项目化教材 20 部，

编写国家级规划教材 7 部、推荐省级“十四五”规划教材 15 部。

三是实施数字化赋能工程。学院建成元宇宙职业教育教学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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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利用 VR/AR/MR 技术改造课程、改革课堂，增强学生的体

验式、沉浸式学习，不断推动课堂革命，2022 年《“匠心匠品，

善思善工”——酿酒技术专业群虚拟仿真实践体系建设与实践》

案例入选教育部 39 个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典型案例。 

三、深化产教融合，助力地方产业发展。一是加大资金投入。

学院紧扣地方产业发展和“双高”建设要求，每年预算 2000 万

元科研专项经费，围绕产业链和专业群，以集群化和链式路径建

设科研平台和科研团队，建成 9 个高水平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

和团队。以平台和团队为纽带，聚集地方政府、本科院校、行业

和企业力量，推动重大科研课题及项目立项和建设。近三年，联

合开展技术攻关和技术服务 197 项，获得专利 189 项，其中发明

专利 32 项，服务地方产业发展能力显著提升。二是推动产教联

盟（集团）建设。全面深化与五粮液、四川时代、华为、百度、

凤凰卫视集团等头部企业的合作，牵头组建成渝双城区域智能制

造发展共同体、中国新城建产教联盟等 8 个联盟，获得中国教育

发展基金助融职教 1000 万元的设备支持，“宜宾职业技能技术

实训中心”项目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 5000 万元，2 个案例入选

教育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典型案例。三是深入开展继续教育和技

能培训。学院是四川省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四川省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基地、宜宾市基层农技人员市级调训培训机构，近三年面

向社会开展继续教育 43.7 万人日，员工培训约 4 万人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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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各类培训项目 119 个，共计完成技术技能培训 14463 人次、

9.11 万人日；开展高级工及以上培训鉴定 500 人次。 

四、借力南向通道，开展特色合作。一是输出技术标准，聚

力服务“一带一路”。学院抢抓“南向开放”的战略机遇，以“中

老铁路”建设为契机，先后招收老挝籍留学生 259 人，成为川南

地区第二大留学生培养高校，为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有力

支持。二是突出特色发展，着力建优“酒都工坊”。学院建成“酒

都工坊老挝分中心”，先后派出教师赴老挝开展技术服务。下一

步将依托“酒都工坊”，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持续开展留

学生培训，输出中国“酒都工匠”职业培训品牌，助力学院境外

办学和海外分校再上新台阶。三是联结联动发展，着力形成发展

合力。学院连续 3 年承办“澜湄区域对话〃教育合作论坛”，牵

头成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澜湄区域职业教育合作联盟”，

联动川渝 50 所左右的职业院校抱团发展，共同服务国家在澜湄

区域的海外项目。“中老轨道交通人才联合培养项目”成功入围

第五批“中国-东盟高职院校特色合作项目”，国际交流合作服

务能力不断增强。 

 

 

报：立军常委、郑莉常委、罗强副省长；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 

送：各高等职业院校，工委、厅领导，机关各处室、直属事业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