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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公布重庆市优质高等职

业院校认定名单的通知

渝教职成函〔2021〕35号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
关于公布重庆市优质高等职业院校认定名

单的通 知

各高职（专科）院校：

根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实施重庆市优质高等

职业院校建设项目的通知》（渝教高发〔2017〕18号）和《重庆市

教育委员会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开展重庆市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建设项

目验收工作的通知》（渝教高函〔2021〕7号）有关要求，经学校总

结、专家评审、实地核查、市教委会同市财政局审议等程序，现将

20所重庆市优质高等职业院校认定名单予以公布。

请各认定为市级优质高等职业院校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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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的系列批示指示精神和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全面落实《国

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适应新时代、新要求，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宗旨，深化“三教”改革，引领全市高职院校完善治理结构、创新体

制机制、促进产教深度融合、增强技术技能积累，全面提升人才培养

质量，更好地服务国家和我市高质量发展。

附件：重庆市优质高等职业院校认定名单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

2021年 6月 9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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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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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学院毕业生就业率保持 98%以上的秘密（2014.05）



126

2.中国教育报：四年一台阶 八年一跨越--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办事纪实（2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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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庆日报;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高水平办学助学子“破茧成

蝶”（2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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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庆日报：专业引领发展，实力担当责任--记重庆工贸职业技

术学院创建市级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之路（20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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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庆日报：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做好“塑、专、引、育”

炼出职教好老师（20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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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教育报：示范建设促发展 知行合一育英才--重庆工贸职业

技术学院创建市级示范性高职院校纪实（20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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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民网：政校企融合 实现多方共赢（20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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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重庆日报：创新求变，打造人才培养“高精尖”（20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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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新华网》重庆教育频道：创新驱动发展·重庆高职的“进阶”

之路系列典型案例访谈报道（20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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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重庆日报：深化教学改革 筑梦学子未来--重庆工贸职业技术

学院“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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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重庆日报：重庆学子在家乡河南投身抗洪一线 去年疫情期间

曾捐献 1万个口罩（2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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