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密合作、优势互补、互动双赢、共谋发展 

——党委书记、院长许亚东在成都农业职业教育集团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同志们、朋友们： 

大家好！我代表成都农业职业教育集团和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向莅临指

导本次会议的各位领导和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向关心和支持成都农业职业教育集

团发展的行业、企业、专合组织、兄弟院校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成都农业职业教育集团 2009年 3月经成都市教育局批准成立以来，在成都

市教育局的领导下，在成都市农委的指导下，集团各成员单位按照《成都农业职

业教育集团章程》，认真履行职责和义务，不断推进农业职教集团的工作，力求

形成职业教育政、行、校、企共推机制，着力深化职业教育的内涵建设，不断提

升职业院校为行业、企业、地方和“三农”服务的能力，努力探索构建现代农业

职业教育体系。现在，我将相关情况向各位领导和同志们作汇报。 

一、成都农业职业教育集团成立以来的工作概况 

三年来，我们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和省、市职教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国务院

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及《教育部关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

若干意见》，结合《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

和《成都市职教攻坚计划》等文件的要求，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作为成都农业

职业教育集团的牵头学校，积极联系行业、企业、地方、兄弟院校，深入开展校

地合作、校企合作、校校合作，主动发挥作为牵头学校的带动、辐射作用。 

（一）强化内涵建设，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一是不断深化校企合作。学院坚持“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

发展”思路，各专业按照“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要求，不断探索多



样化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了“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

共担”的紧密型校企合作办学体制机制。与 100余家企业实现实质性校企合作，

与旺达公司和天荣实业公司合作建设“旺达专业学院”和“天荣软件专业学院”，

推进校企一体化办学。 

二是不断推进专业建设。专业结构不断调整：根据市场人才需求和产业发展

需要，“立足一产、接二连三”，延伸专业设置链条，拓宽专业服务领域，加大专

业交叉融合力度。目前，学院在招专业 36 个，其中省级示范建设专业 3个，市

级特色专业 3个，中央财政支持的提升服务产业发展能力的专业 2个。课程和教

材建设取得成效：课程体系与课程内容不断优化，课程教学模式和教学评价方式

不断改革。已建成省级精品课程 9门，市级精品课程 12门，院级精品课程 67

门，教师主(参)编规划教材 51种,其他 31 种。 

三是不断完善教学条件。学院先后投入近 2000万元，新建、改建和扩建了

一批实验室和实训场；流转土地 250余亩，引入青岛康达食品有限公司等企业合

作共建“集生产性实训、现代农业科研、新品种新技术示范与推广于一体”的综

合实训基地；完成了教学资源共享技术平台的建设，为学院网络教学、精品课程

建设和教学资源库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四是不断加强队伍建设。学院师资队伍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不断优化，现

有正高职称 7人，副高职称 94人，博士 14 人(含在读 6人)，硕士 162人(含在

读 60人)。省级专业教学团队 2个。重点加强专兼结合的“双师”素质队伍建设，

依托行业企业，建立了 200余人的兼职教师资源库，及时吸纳行业企业一线专业

技术人才和能工巧匠，参与教学，确保兼职教师比例逐年增加。通过加强校企合

作和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的方式，逐步形成由专业负责人引领、以双师素质骨干教

师为主力、校企互通、身份互认、角色互换、共同管理的双师结构专业教学团队。 



（二）加强校地合作，努力提升社会服务能力。 

三年来，学院立足全域成都，主动投入成都世界生态田园城市建设，依托专

家大院，连年组织专家团队和科技服务小分队在双流县、郫县、大邑县、彭州市

和青白江、金堂等地开展种、养殖新技术推广等科技服务和科技培训，并扩展到

雅安、泸州、内江、资阳等地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不断加强与行业、协会和地方的合作，逐步构建和完善社会化职业培训服务

体系，与农业部、省农业厅、市农委、温江区就业局和各区（市）县农发局等部

门密切合作，共同举办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农民创业培训

等培训班。 

仅 2011年，学院承担纵向和横向课题 14项，科研经费达到 110 万元，学院

内各类科研项目 34 项，经费支持达到 49万元，教师在公开刑物上发表论文（著）

226篇（部），其中中文核心期刊和 SCI、EI 收录论文 30 篇，教师获专利 2 项，

学院合作选育大麦新品种鉴定 1个，教师参与并获新品种鉴定 2个。学院青白江

福洪乡凯特杏推广基地成功申报国家地理标志品种保护。承接各级各类培训达到

15000余人次，获培训经费 228万元，被省政府授予省级劳务培训基地。 

（三）推动校校合作，促进职业教育协调发展。 

学院与成都市洞子口职中、中和职中等 7所学校达成合作办学协议，初步打

通了中高职衔接的通道。随着今年学院开始自主招生，为构建中、高融通的职业

教育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学院教育体制机制创新项目—构建中高职衔接“立

交桥”已被成都市教育局立项建设。同时学院为兄弟院校在专业建设、专业教师

培训和创业师资培养等方面提供了有效的服务与帮助，共同推进现代职业教育发

展。 

借此机会，我谨代表学院和农业职教集团，再次向学院的主管单位—成都市



教育局表示真诚的感谢，不仅每年都在职教专项经费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而且在

学院和集团的建设与发展方面给予政策上的扶持，在学院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上

给予全方位的指导。向行业主管单位—成都市农委表示真诚的感谢，不仅每年直

接安排相关项目支持学院，把学院作为推进成都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且

主动协调相关行业部门和相关企业支持学院。向集团各成员单位—地方、行业、

企业、专合组织、兄弟院校表示真诚的感谢，你们的积极参与、配合支持与无私

帮助，坚定了学院与农业职教集团发展的信心，已经成为学院和农业职教集团发

展的不竭动力。 

二、2012年农业职教集团工作推进会的主要任务 

在过去的三年中，尽管我们推进农业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方面进行了一些有

益的尝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对照国家和省市对职业教育发展的要求和成

都市“领先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我们在充分调动各成员单

位共同促进集团办学的积极性方面，在充分发挥各成员单位各自优势的作用方面，

在充分促进各成员单位加强相互合作方面等，不同程度都还存在一些问题，与发

展较好的职业教育集团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解决，

这也是我们召开本次工作推进会的主要任务和目的。 

（一）根据成都农业职业教育集团近年发展现状和今后一个时期职业教育发

展趋势，本次会议对集团章程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使之更加符合职业教育集团

办学的需要；调整、补充集团工作机构和成员单位，使之更加壮大职业教育集团

的力量；明确工作重点和努力方向，使之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

的新要求。 

（二）搭建集团成员合作平台，在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在行业主管部门

的指导下，促进校校、校企、校地深度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相结合，



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教学内容与生产过程相结合，形成政、行、校、企

共同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格局，提升我省现代农业职业教育的市场竞争力和综合

实力，促进成都、四川乃至西部农业职业教育的科学发展、进位赶超。 

一是搭建人才培养合作平台。通过职业院校之间，院校与企业之间，共同开

展师资培训、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共同开展学生顶岗实习和就业合

作等，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目的。 

二是搭建科研培训合作平台。利用高等学校和企业在人才资源、科学研究和

生产实践方面的优势，共同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为地方、企业开展实用技

术培训、技术指导和科技咨询，进一步提升学校的教学科研水平和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 

三是搭建中高职衔接协作平台。通过职业院校间的深度合作，拓宽中职毕业

生继续学习深造的通道，促进职业院校间协调发展，共同推进成都市职业教育高

标准领先发展。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同志们、朋友们，我们相信，有各位领导的关心和帮

助，有行业、企业界的鼎力支持，有兄弟院校的积极参与，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

成都农业职教集团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成果，谱写崭新的篇章。 

让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和四川省第十次、成都市第十二

次党代会精神，进一步学习贯彻全国和省市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关

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在市教育局的领导下，在市农委的指导下，科学

谋划、开拓创新、扎实工作、狠抓落实，努力实现成都农业职业教集团又好又快

发展，为成都市建设世界生态田园城市和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为四川建设

西部经济发展高地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2012年 5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