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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化工学院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建立的7所
化工类高校之一。在66年的办学实践中，学校始终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足我国石油化学工业及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坚持走特色内涵式发展道
路，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特色高水平
应用型大学建设。

聚焦需求导向
打造“大化工”学科专业集群

学校坚持以学科建设为发展根基，以培养符合
行业、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的特色高水平应用
型人才为目标，以OBE理念为引导，以国家、省级
一流本科专业为引领，优化整合资源，主动对接产
业链、创新链，主动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
建设，积极开展多学科专业交叉融合，培育发展理
工结合、文理渗透的化工类、材料类、生物制药
类、航空类、装备制造类等高水平专业集群。同
时，学校依托吉林省“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和“464”产业新格局，紧密对接“汽车、石化、
农产品加工”三大支柱产业，聚焦先进装备制造、
医药健康、文化旅游等新的支柱产业，设置了通用
航空、新材料、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一批战略性新
工科专业，主动适应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学
校67%的本科专业与石化行业相关，形成了服务石
化产业的“大化工”专业集群优势。

目前，学校建有10个硕士授权点、52个本科
专业。建有吉林省优势特色学科5个、吉林省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12个、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7
个、国家教育部门综合改革试点专业1个、国家特
色专业2个，5个专业通过中国工程教育认证。装
备制造类专业集群获批吉林省首批转型试点专业集
群。学校获批博士授权立项建设单位，化学学科进
入ESI全球排名前1%。

聚焦内涵发展
构建“1131”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学校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以培养“适
应新业态、符合新需求、应对新挑战”的应用型人
才为目标，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教学改革
创新，系统构建了“1131”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形成了“工程师的成长摇篮，管理者的培养基地”
的办学特色。

积极推进“能力导向”的课程体系改革，以行
业企业需求为导向、专业核心能力培养为关键、实
践能力提高为重点、教学模式改革为支撑、能力培
养知识体系为核心，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加强思
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建设，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

设，构建具有鲜明特色的“必修课+选修课+专题
课+课程思政”思政育人体系。建有国家一流课程5
门、省级一流课程36门。

充分发挥毗邻大型石化企业地域优势和“校
企同生共长”办学优势，让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
养过程。打造“企业实验班+基地+园区”实践平
台，建设2个国家产教融合工程应用实践基地；建
立1个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5个省级大
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吉林省首批工程应
用创新训练中心、绿色化工现代产业学院等8个校
级现代产业学院。2021年，绿色化工现代产业学
院获批省级首批示范性现代产业学院，2023年获
批国家现代产业学院培育项目。

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一支教学水平高、科研能力强、充满活力的
师资队伍成为学校办学的中流砥柱。学校拥有国
家津贴获得者4人，教育部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人，吉林省高层次人才及吉林省B、C、D类人才
55人次。

学校5项作品在第十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黑科技”展示活动中
获得奖项，其中国家特等奖1项、一等奖2项。学
生在2023年中国大学生工程实践与综合能力大赛
全国总决赛中获得第二名。近5年，学生竞赛获国
家奖102项、省级奖1046项，“互联网+”大赛成
绩居省属高校前列，进入中国大学创业竞争力排
行榜前200名。近两届，获国家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项、省级教学成果奖14项。近年来，毕业生去
向落实率连续位居省属高校前列。建校66年来，
学校为国家石油化学工业培养了大批工程技术和
管理服务的优秀人才，在专业领域呈现出较强的
发展能力，为祖国石油化学工业和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聚焦科教融汇
实施有组织科研和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

学校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为导向，积极推进科研创新，实施有组织科研
和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2021年，学校与吉林化纤
集团合作成立吉林碳纤维及复合材料产业研究院，
共同围绕碳纤维产业发展开展科技攻关。2024年年
初，启动“百名博士专家进百企”活动，推动校企
深度融合，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形成新质生
产力。

张吉波教授团队开发的吗啉和吗啉一甲吗联
产工艺技术在产品平均能耗上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并在全国多地落地投产，该技术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为我国的医药以及农药等产业的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治刚教授团队于2020年成
功开发出的用于新冠病毒检测的纳米磁珠技术，
极大缩短了华大基因、达安基因等核酸检测试剂
盒的上市时间。目前，“病毒核酸快速检测关键技
术”用于新冠病毒检测在国内外20余个厂家推广
应用超过8000万人份，为突发新发的重大病毒性
传染病防治提供了可靠的关键技术储备。

学校现有省级科研平台24个、省级大学科技园
1个、省级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1个、省级协同创
新中心1个。近年来，学校获国家、省部级科技奖
30余项，有18项国家科研项目、325项省部级科研
项目成功立项，签订校企合作项目548项，为石化
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聚焦产教融合
培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

主动服务石化产业发展。近年来，学校成功突
破化工过程优化节能、换热网络优化节能、精细化
学品合成等先进技术，先后在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中化吉林长山化工有限
公司、辽源市新世纪精细化工厂等企业实际应用，
完成常减压装置、乙醇装置、气体分馏装置、尿素
装置、吗啉装置、芳烃联合装置、有机硅装置等实
际改造项目近百项，有吉林省“双十”重大科技攻
关项目1项，累计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近30亿元。
近5年来，学校与吉林市163家化工企业进行了项
目对接，并开展科技服务和交流合作。

主动服务生态强省建设。学校与地方联合成立
了环境容量与产业结构选择创新研究中心，建立了
环境容量动态监测平台，开展了现状环境容量测算
和现状环境容量组成分析，为地方产业结构调整与
转型升级提供科学依据。学校为20余家企业消除泄
漏事故2000多起，挽回经济损失近2亿元，并成功
主持吉林市丙烯槽车泄漏事故抢险救援工作，避免
一起特大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被评为国内公共安
全突发事故处理的成功战例。积极为多家石化企业
开展企业安全生产宣传与培训，年平均培训50余
场，培训安全管理人员一万余人。

近年来，学校获评吉林省本科人才培养改革示范
高校A类、吉林省特色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项目A
类，先后获得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奖、中国产学研合
作创新成果二等奖，获评吉林省振兴老工业基地服务
先进单位，成为“全国地方高校卓越工程教育校企联
盟”“中国生物能源产业联盟”发起单位。

而今，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吉林化工学院正在努力书写建
设教育强国奋进之笔。

（李瑶 沈士彬 赵雨 李超）

吉林化工学院

坚持“四个聚焦”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近年来，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聚焦当前跨
境电商职业人才培养中存在的分类人才培养模式
适恰度低、发展通道单一等问题，通过深入调
研、反复论证，分析人才供给和需求侧的深层需
求，打破了人才培养对象、范围和学制的局限，
以跨境电商职业人、跨境电商合伙人和跨境电商
经理人为人才培养对象，确立并实施“分类施
策、育训结合”的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模式。其
中，跨境电商职业人通过学徒制项目、人才孵化
项目、校企工作室等锚定初始岗位，实现精准就
业；跨境电商合伙人以技术入股“TikTok 星计
划”“Ozon人才孵化”“小红书创业孵化项目”等
合伙创业项目，实现低门槛创业；对跨境电商经
理人实行“一案一策”，量身定制运营管理培训和
创业咨询，助力国内青年创业。

改革育训模式
实施“六维融通”

根据不同岗位人才要求，闽江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差异化调整育训重点。对标跨境电商运营、
客服、物流等初始岗位和管理岗位核心能力，电
子商务师、互联网营销师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要
求，以及各类职业技能竞赛标准，制定“跨境电
商创业实战”等60余个课程标准和社区电商新媒
体运营培训、中柬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等10余个培
训方案，实现“岗课赛证”融通。在“训”方
面，校内成立Amazon运营项目、“TikTok星计划”
等7个校企工作室，完成从仿真到全真的无缝融
合；校外开展短视频剪辑、直播运营等实战项
目，实现从能职匹配到能职结合的无缝对接。在

“创”方面，校内以合伙人模式运营Ozon、抖店、
Wish、小红书等平台；校外通过精准咨询为创业
青年指点迷津，助力企业转型，实现产能出海。

搭建育训平台
拓宽培养途径

联合政行企校力量，构筑多元主体的跨境电
商创新育训平台。校企共建福建省现代学徒制、
产教融合示范点、海比跨境电商产业学院、省级
虚拟仿真实训基地、阿里巴巴人才基地、数智经
济产创中心等教学质量工程平台，对接企业真实
工作情境，培养学生岗位技能。行校联建福州市
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福建省跨境电商职业教育联

盟、全国跨境数字贸易产教融合共同体等“市—
省—国”不同层次的产教融合平台，开展人才培
养、创新创业、国际交流等活动。政校共建中国—
印度尼西亚职业教育产教联盟、中国—柬埔寨职
业教育合作联盟、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职业教育
联盟等人才培育服务平台。平台间实现资源共
享、人才交叉共育，功能从“以育为主”向“育
训并举”提升，人才规格从“职业人”向“创业
者和经理人”拓展。

建设育训资源
实现融合共享

构建“课程、师资、场域”育训一体化资
源，推行“校园课堂+社区课堂+空中课堂”多形
态教学模式。一是打造多形态课堂。为跨境电商
职业人和合伙人打造能力进阶、模块重构、层次
分明的“校园课堂”，梯度培育跨境电商职业人和
跨境电商合伙人的综合职业能力与创新创业能
力。为跨境电商经理人打造“社区课堂+空中课
堂”双融合的课堂模式，两个课堂交互实施，学
员通过“线上线下练、校内校外战、国内国外
训”，实现训育全过程高品质供给。二是组建多模
块师资。打造一支“名师专家+企业骨干+创业达
人+乡村带头人”师资团队。校内专家负责夯实基
础知识，企业骨干提供实战指导，创业达人提供
创业咨询，乡村带头人负责引导返乡青年因地制
宜开展电商创业。三是共建一体化场域。校内涵
盖省级以上各类培训基地7个，校外包括省级众创
空间、省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40个校外实训基
地、4个社区直播工作坊等，海外有“海丝学院”
和海外师资培训中心。校园、校外和海外形成开
放、共享、互动的一体化育训场域，为育学生、
训学员提供全方位支持。

育人效果显著
发展前景广阔

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学校育人质量大幅提
升：校内，学生在各类竞赛中屡获殊荣，获省级
及以上奖励累计超过200项，其中包括全国及省级
职业技能竞赛一等奖12项，在行业赛中荣获全国
特等奖和一等奖共计43项，在创新创业类大赛中
获得省级及以上奖励58项。此外，学生电商创业
成绩斐然，年营业额突破5000万元。优秀校友莫

佳荣积极回馈母校，带领2021级国贸专业学生共
同创立了福州此间意文化有限公司，至2024年 6
月，该公司已实现营收40万元。

校外，在一张写满字的明信片上，柬埔寨金
边皇家大学学生Savanlyta对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赴柬埔寨举办“中柬跨境电商人才培养项目
专题培训”的两名教师表达了诚挚的感谢。类
似培训的成功实施，是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在推进高素质跨境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方面取
得的显著成果，更是其海外应用的一个生动缩
影。学校成功地为柬埔寨、巴基斯坦等国家的
30 多所院校开展超过 3500 人次的跨境电商培
训。中泰培训项目成效显著，累计培训泰国中
小企业人员超过5000人次，为当地3家企业创造
超过500万泰铢的经济收益。通过跨境电商经理
人的运营培训和创业咨询，成功孵化了400多家
跨境电商个人卖家，培养了394名助农主播。为
农村女性致富带头人、农产品女经纪人及基层
妇女干部开展短视频运营培训，参与跨境电商
培训的创业人员来自福建 10 多个县 （市、区），
盈利比例超过50%。

专业建设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学校跨境电
商专业群获得省级及以上教学质量工程项目 22
项，其中国家级别项目8项，建有省级精品在线课
程、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创新创业改革课程和终
身教育课程共9门。产教融合改革成果被国家教育
部门评为典型案例，并作为提质培优的范例在权
威媒体平台播出。

名师荟萃，成绩斐然。学校汇聚了全国高校
网络教育名师、全国技能能手、黄炎培职业教育
杰出教师、福建省优秀教师、福建省职业院校名
师、福建省“金牌工匠”等。此外，还聘有企业
骨干32名、创业导师7名和乡村带头人4名。教师
在全国和省级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赛中屡获殊
荣，获得全国一、二、三等奖，成绩位居福建省
前列。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持续深化的背景下，跨境
电商行业发展前景广阔。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负责人表示，学校将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推动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发
展。通过积极构建与国内外高校、企业以及政
府部门的紧密合作关系，学校将努力培养更多
具备高素质和专业技能的跨境电商人才，为我
国跨境电商行业的蓬勃发展贡献更多智慧与力
量，也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有力支持。

（陈晓凡 陈海燕 肖怡文 韩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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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理工大学商学院始终坚持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坚持

“培养具有探求新知能力和创新精神的经济管
理人才，成为中国优秀商业文化和精神的践
行者”的育人使命，以“夯基垒台、品牌培
育、形象塑造、能力提升”为抓手，形成了
学院党委统一领导，一体推进育人资源协同
化、平台融合全域化、经验成效广谱化的

“三全育人”综合改革“一统三化”工作闭
环，推动学院发展取得扎实成效，高质量育
人成果不断涌现，先后培养出全国先进班集
体、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大学生年度
人物入围奖获得者等先进典型。

纵向贯通同频共振
全员化铸就育人之魂

商学院充分发挥学院党委领导核心作
用，依托“一轴二进三联动”的党建引领工
作体系，有效整合“校—家—社—企”资
源，扎实做好“党建与业务融合”“专职与专
人配合”“严管与厚爱结合”的党建引领“三
篇文章”，为育人力量在思想上同频共振、方
向上同向同行、行动上同题共答奠定了坚固
基石。

强化顶层设计。成立以学院党委书记为
组长的“三全育人”工作领导小组，以《桂
林理工大学商学院“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建
设方案》为指导，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和党
政班子成员思想政治工作“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的制度。学院党委定期研究人才培养
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定期召开党建与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会、本科教育教学工作会等，
形成常态化工作机制。

优化组织建设。以学科为方向设置教工
党支部，以专业为方向设置学生党支部，发
挥党建引领作用，与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教学、科研团队等相融相促，推动“一
支部一品牌”建设取得成效。近年来，商学
院获评自治区五星级党支部2个、自治区样
板党支部1个、校级“双带头人”教师党支
部书记工作室 2 个、校级优秀共产党员 22
名、校级先进基层党组织4个、校级优秀党
务工作者7名、校级样板党支部2个。

发挥示范引领。聚焦青年发展规律和特
点，坚持党建带团建，通过建立教工党支部
与学生党支部相互带动、相互帮助的“双带
双助”机制，建立学生党支部与团支部共建
的“党团共建”工作机制，强化党团组织联
系，发挥组织优势，保证“三全育人”工作
扎实推进。近年来，获评广西“五四红旗团
支部”1个、桂林市“五四红旗团委”2次、
广西“活力团支部”1个。学生会案例入选
全国高校学生会组织“我为同学做实事”项
目交流展示活动，2个项目获评2023年广西
青少年模拟政协提案征集活动优秀奖。

横向联通左右协同
全过程浇灌商学之苗

商学院坚持将“突出学科属性，突出使命
引领，突出行业特色，突出学科交叉”作为育
人平台全域融合要点，遵循“新商科+学校传
统优势特色学科”的办学思路，聚焦打通工作
盲点、堵点、淤点，以“六协同、三锤炼、五

融合”一体化构建内容完善、标准健全、运行科学、保障有力、成效显著的育
人体系，深入推进“三全育人”综合改革，着力培养具有探求新知能力和创新
精神的经济管理人才。

以“六协同”构建全员育人大格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立德树
人为根本任务，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全
面提高新商科人才培养能力为关键，推动构建理念、组织、制度、机制、队伍
和平台“六协同”育人新格局，不断提高“三全育人”工作的力量和水平，确
保全员育人。

以“三锤炼”实现大学生涯全过程育人。将育人作为持续的系统性工程，
牢牢把握大学生成长成才客观规律，将立德树人贯穿学生成长全过程。以“促
适应养习惯、爱专业育匠心、强技能促发展”为目标，深入实施新生入学“启
航”教育、在校生“护航”教育、毕业生“远航”教育“三锤炼”计划，各司
其职、互为补充，确保育人的一致性与全面性，做到育人不断线，形成层次递
进的全过程育人体系，实现学生成长螺旋上升。

以“五融合”发挥全方位商科文化育人实效。从“大系统”视野出发，将
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资源有机融合，以增强育人成效为目标，推动实施

“五大工程”，充分挖掘资源育人元素、创新资源运用载体、完善资源运用机
制，促使不同资源深度融合，营造育人环境，构建满足学生不同成长阶段、不
同成长需求的资源网络，实现全方位育人。

深度融通高效联动
全方位培育经管英才

商学院深度汲取商学文化的精神内涵，形成了“发挥商科特色、聚焦内涵
建设、丰富校园文化，注重社会实践”的育人工作特色，把“五大工程”建设
与专业教育、学生日常教育与管理、校园文化建设等协同推进，打造“商学
期”校园文化品牌活动，培养具有强烈家国情怀、本土意识、国际视野的新商
科人才。形成了目标可实现、措施可操作、成果可检验、方法可复制的“三全
育人”综合改革“商院方案”。

把握“实践育人”根本目标。全面推动实践育人与思政教育相结合，整合
实践资源，丰富实践内容，创新实践形式，拓展实践平台，展示青年新风采，
引导和帮助广大青年学生上好与现实相结合的“大思政课”，引导毕业生到基
层建功立业。近年来，商学院共组织26支队伍赴区内外参加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其中获评国家专项项目4个、国家和自治区级项目7个。团队
及个人累计获“镜头中的三下乡”全国优秀视频团队、“全国大学生暑期实践
项目TOP100”等奖项8个，获广西奖项4个。毕业生入选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
9名、入选“西部计划”31名、参军入伍48名，用青春响应“到祖国和人民最
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

聚焦商学文化内涵建设。坚持围绕新商科人才培养目标，凝练“志存
高远，取精用弘”的核心价值理念，构建“三类文化”融通的内涵体系。
打造特色文化校园，培育学生大学精神，建设文化长廊，营造处处见文化
的环境；凝练学院文化符号，引领学生行为塑造，组织新生班级开展班团
文化设计大赛，强化班团建设和凝聚力；传承红色文化，组织师生到桂林
近代革命史展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
开展现场教学实践活动，引领师生在红色文化传承中坚定理想信念，培养
学生民族精神。

打造商科文化特色品牌。立足区域特色和学院优势，坚持“五育”并
举，融合“商”“学”育人要素，开展传统“壮魂”工程、商科“聚核”工
程、体育“强志”工程、商学“涵育”工程、劳动“锻造”工程等系列活
动，形成融合商科文化育人特色的“商学期”校园文化品牌，先后被多家权
威媒体报道，活动成果获2023年广西高等教育（本科）自治区级教学成果二
等等次。

（饶蠡 陈琳）

分类施策 育训结合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新型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