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高建设办公室        2025年3月6 日

★1月，学校召开2025年技能竞赛攻关组专题工作研讨会。

★1月6日，学校举行“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技术服务中心揭牌仪式。

★1月7日，学校召开“新双高”背景下“五金”建设研讨会。

★1月15日，学校与成都机器人创新中心共商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

★2月，学校获批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四川省17个项目竞赛

集训中心。

★2月，学校“技能熊猫（Skill Panda）”国际技能人文交流品牌完成版权

登记与图形商标注册。

★2月，成都工贸&理想汽车“扬帆计划”案例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2024年

产教融合优秀案例。

★2月，我校“阳光志愿服务队”获评全国“100支优秀团队”。

★2月12日，学校完成“新双高”申报材料的提交。

★2月18日，学校启动“抓落实 促育人”专项行动，全面提升育人质量。

★2月26日，学校举办人工智能大模型教育应用场景及实现路径讲座。

★2月28日，党委委员、副校长杜洁带队拜访欧盟项目创新中心（成都）。

★3月4日，学校召开“新双高”背景下专业群建设工作推进会，聚焦“10

个问题”，全力推动专业建设。

★3月6日，学校召开2025年省级“双高”建设工作推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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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4日，省教育厅组织15名专家（教育厅10人/财政厅5人，仅1人为省内
专家）对14所院校开展答辩评审。答辩采用"1人汇报+4人答辩"模式，提问聚焦
产教融合推进难点及举措，以及首轮"双高"建设痛点、难点、经验与二期突破路
径。

根据答辩情况，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成都职业技术学院等9所院校入围
国家第二轮双高计划省级推荐名单，其中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2个非国家首轮双高建设单位入围。

序
号

学校名称 专业群 评审结果 备注

1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推荐

国家首轮双
高建设单位

2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推荐

国家首轮双
高建设单位

3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建造技术
市政工程技术

推荐
国家首轮双
高建设单位

4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旅游管理
推荐

国家首轮双
高建设单位

5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通信技术
大数据技术

推荐
国家首轮双
高建设单位

6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现代纺织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
推荐

国家首轮双
高建设单位

7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数控技术
推荐

国家首轮双
高建设单位

8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酿酒技术

工业机器人技术
推荐  

9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财税大数据应用
金融科技应用

推荐  

10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酿酒技术

新能源材料应用技术
备选  

11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作物生产与经营管理

畜牧兽医
备选

国家首轮双
高建设单位

12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铁路交通运营管理

不推荐  

1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复合材料智能制造技术
不推荐  

14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生物技术

艺术设计
不推荐

新一轮国家双高省级推荐情况



“新双高”怎么干

——舒刚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进修二部主任、副研究员

一是始终强化党建思政引领，构建立德树人新格局。二是充分发挥思政
育人功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三是着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筑牢思政育人
根基。四是有效涵育优秀校园文化，营造良好育人环境。

以高质量党建提升“双高”建设思政引领度

优化实施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须把握三个关键要素

需求牵引：提高专业群建设对产业发展的适配度。一是明确细分功能领
域的企业面向。二是梳理代表性合作企业的岗位人才需求。三是确定不同区
域不同岗位的能力要求。

精准对接：提高专业群建设对培养目标的达成度。
提升效益：提高专业群建设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度。

——宗诚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将教学改革关键变量化为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

一是统筹布局，创新机制，引领职业院校主动对接三个布局体系。二是
匹配需求，汇聚要素，推进专业群建设适应产业集群化发展。三是对接岗位，
迭代资源，促进课程建设对接职业岗位能力要求。四是优化结构，提升能力，
引领教师团队把握产业人才培养规律。五是创新机制，拓展形态，引导教材
开发促进学生对产业的认知。

——霍丽娟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

为教育对外开放提供支撑力贡献力

明确新目标新方向：一是加强统筹，整体协同推进。二是建章立制，引
导规范有序。三是有的放矢，明确布局重点。

做好做实建设工作：一是纳入学校整体发展规划。二是积极服务国际产
能合作。三是加强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四是稳妥审慎推进项目建设。五是
高水平打造数字化教学资源。

——杨光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重要资讯

2月24-26日，全国高等职业学校校长联席会议在湖南长沙召开“贯彻落
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推进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研讨会。

会上吴岩强调，当前国家战略需求、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国际形势、
人口变化等因素，倒逼职业教育要进一步深化改革。2025年，职业教育战线
要以“落实”为主题，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将战略目标转化为
战略任务，转化为“三年行动计划”，转化为具体举措。

吴岩列出了2025年职业教育工作的5大任务：一是要“立框架”，系统
推进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特别是要从学校层面推进“一体两翼”建设；
二是要“练内功”，围绕职业教育“101计划”，各学校要做好职业教育
“新基建”，打造一流的专业、课程、师资、教材、实习实训基地；三是要
“树标杆”，做好新一轮“双高计划”建设，实现从原来的“基础好、条件
好”，转向“服务好、支撑好”；四是要“扩影响”，研制标准，有序地推
进“职教出海”，持续扩大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五是要“保安全”，要切
实做好职业院校安全稳定工作，确保“万无一失”。

教育部副部长吴岩：2025年职教五大任务，围绕职业
教育“101计划”，做好新一轮“双高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