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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匠心办学 育大国工匠

2021年，普洱学院被省总工会确定为第二批省级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改革示范点，获批云南省产业工人实训基地，2022年获得

工匠学院授牌。近年来，普洱学院以匠心建工匠学院，聚焦工匠

人才培养、工匠精神传承、科研成果转化重点工作，全面开展产

业工人“学历、能力”提升服务，探索校企、校地协同育人新模式，

建成了创新创业基地、网上工匠学院等一批技能培训新平台，打

造了健康与营养、绝版木刻、恋上咖啡等一批省级一流课程，云

南工匠学院（普洱校区）和产业工人示范基地建设取得实效。

一、突出思想引领，强化机制牵引。打造大思政课品牌，党

委书记、校长（院长）带头讲授思政课，打造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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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突出典型示范，常态化开展劳模工匠先进事迹宣讲进校园，

邀请各领域专家教授入校开展专题讲座；组织开展“文化百讲”、“未

来工匠”等活动，弘扬工匠精神，营造深厚氛围。统筹推动合力推

进，成立普洱学院产教融合理事会，组建正处级单位产教融合办

公室，成立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产业工

人改革发展工作的统筹协调，细化产改工作目标任务，明确责任、

进度、时限，对标对表压实推进。

二、突出创新驱动，建强培训平台。打造校内实习实训平台，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建设民族文化传承创新中心、东盟学院

楼、滇西南国际职业教育实训中心，目前拥有多媒体教室 86间，

建有各类实验实训室 93个。挂牌成立了茶叶加工实训室、宫润华

酒店与餐饮技能大师工作室、咖啡学习工厂等特色实训室。共建

“双创基地”平台，与普洱市政府合作建设“双创基地”，累计开展创

新创业培训 2万余人次，入驻企业 253户，产值 4.6亿元，评为国

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荣获 4项省级认证。完善校

外实训平台，先后与洲际酒店、华大基因、科大讯飞等企业签订

合作协议，共建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截至目前共建 272 个实习实

训基地和 36个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基地，构建起适应应用型人才培

养和产业工人培养需求的实习基地体系。建设高层次科研平台，

获批老挝研究中心国家级平台 1 个，云南咖啡品质优化及价值提

升公共科技服务平台等省部级科研平台 9个，云南省高校力学开

放重点实验室等地厅级科研平台 10个，建成 2个院士工作站和普

洱绿色经济发展研究院、绝版木刻研究院等一批内设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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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批省级创新团队 2个，地厅级科研团队 21个。打造线上工匠学

院平台，构建教育培训、线上服务、创新成果展示等学习内容，

分享活动动态，展现工匠风采，满足产业工人培训、学习等多样

化需求。

三、突出资源整合，优化育人环境。深化政校企合作，开展

新型职业农民和致富带头人“学历+技能”双提升培训，为镇沅县村

两委 85名村干部提升学历，孟连 150余名致富带头人提升职业技

能，全市 40名绣娘提升技能。与互创国际等专业培训机构合作，

组织电工、茶艺师、面点师、老年人照料等 22个门类工种技能培

训，累计培训 10744人次。与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共建生

物科学专业、园林专业，累计培养学生 1300余名。加快现代产业

学院建设，与东软集团共建数字产业学院，首批招生 221 人，与

爱伲农牧集团签订合作协议挂牌成立现代咖啡产业学院，与云南

农垦集团合作建设现代茶叶产业学院。推进与周边国家交流合作，

与泰国清莱皇家大学、老挝国立大学和苏发努冯大学达成合作协

议，联合培养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和非通用语专业国际化人才，累

计培养实用人才 615人。

四、突出产教融合，服务发展大局。精准对接特色产业。举

办云南省 2023年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茶产业创新与发展高

级研修班；挂牌成立云南绿色食品级预制菜研发中心并在墨江预

制菜产业园、镇沅县乡村振兴挂钩点分别挂牌成立宫大师工作室；

建设那柯里绝版木刻实习实践基地，持续开展农民版画家培训；

成立省级平台—孟连县牛油果科学研究技术中心，全力支持那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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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牛油果产业发展。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中烹饪与营养教育专业

特色鲜明，排名全国第四、云南省第一，绝版木刻、恋上咖啡、

数据结构和园林植物栽培养护 4个专业为全省一流课程。发挥国

门大学优势，以“一带一路”创新创业中心、老挝留学生创业园为

依托，面向澜湄流域留学生开展绝版木刻、茶艺、茶叶加工技术、

咖啡冲泡等职业技能培训，组织中老茶树种质资源国际培训班，

组织中国（普洱）国际咖啡博览会普洱学院分会场暨首届澜湄数

字咖啡科技论坛、澜湄流域国家资源经济合作与数字化人才联合

培养论坛等区域性国际学术论坛，打造面向澜湄流域的国际化交

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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