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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可另加附页）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时 间

获 奖

种 类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2019 年 现代学徒试点院校 部级 教育部

2023 年 新时代雷锋学校 国家级 雷锋杂志社

2021 年 全国首批急救教育试点学校 部级 教育部

2023 年 首批全国健康学校建设单位 部级 教育部

2022 年
全国首批“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

管理模式建设自主试点单位
部级 教育部

2023 年 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单位奖 部级

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与

中国红十字

会总会

2024 年 全国生态文明校园 部级

中国环境文

化教育专家

委员会

2020 年
全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世赛选拔

数控铣项目第四名
国家级

第一届全国

技能大赛组

委会

2019 年 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 国家级 农业农村部

2022 年
全国第一批“职业院校服务全民终

身学习”实验校
部级 教育部

2023 年
全国首批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试

点校
部级 教育部

2023 年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 1项 部级 教育部

2019 年 全国优秀教师 2人 部级 教育部

2019 年 全国优模范教师 1人 部级 教育部

2020 年 省黄炎培职业教育优秀校 省级
福建省中华

职教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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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省文明校园 省级
福建省人民

政府

2020 年 福建省示范性现代高等职业院校 省级
福建省教育

厅

2022 年 福建省就业创业工作先进单位 省级
福建省教育

厅

2021 年 福建省大学生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省级
福建省教育

厅

2021 年 福建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地 省级
福建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

2023 年 福建省退役军人思政教育基地 省级
福建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

2022 年 福建省先进征兵工作单位 省级 福建省军区

2023 年 福建省优秀教师 3人 省级
福建省教育

厅

2023 年 省级示范性职教集团 1个 省级
福建省教育

厅

2023 年 省级产业学院 3个 省级
福建省教育

厅

2021 年
福建省大学生军事比武“战地医疗

救护”项目一等奖
省级

福建省教育

厅、福建省

国防教育办

公室

2023 年
福建省大学生军事比武“战地医疗

救护”项目三等奖
省级

福建省教育

厅、福建省

国防教育办

公室

2020 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陆军预备役炮

兵师优秀预备役军官
省级

中国人民解

放军山东陆

军预备役炮

兵师

2021 年
福建省征兵工作领导小组

省征兵先进个人
省级

福建省征兵

工作领导小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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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全国民办高校联席会

学生管理创新二等奖
省级

全国民办高

校联席会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2021 年 7 月

完成：2024 年 7 月

实践

检验

时间

起始：2024 年 7 月

年限：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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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果简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

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

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学院高职办学

20 年来，始终坚守“服务军地”的办学宗旨，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

略，核心是高素质人才支撑，关键是立足面向战场的价值维度、面

向部队的现实维度和面向未来的历史维度，把“军”元素贯穿技术

技能人才培养全过程，创新实施“军”元素贯穿“全生命周期”的

新质人才培养体系，实现“军元素”小切口导入、全过程贯穿、全

方位呈现、大纵深推进、全流程质控，真正把军队传统、军人素质

和军工精神等“军”元素融入到学校教育教学全方面全过程，贯穿

到学生管理服务各环节，将学生培养成为具备“军人作风+职业素质”

特质的新质人才。

图 1：“军”元素贯穿“全生命周期”的新质人才培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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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果主要解决的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一）成果解决的问题

1.常规人才培养模式与军需专业人才需求错位；

2.“军”元素教学资源匮乏，育人成效不突出；

3.“军”元素环境文化缺失，育人功能不彰显；

4.“宽松软”学风与国防教育人才培养不匹配；

5.国防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管理保障体系不完善。

（二）解决问题的方法

1.“军”元素小切口导入，构建“1345”运行机制。以培养兼

具爱国主义教育研学和国防教育知识与技能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为

目标，构建“1345”运行机制。“1”即建立一个国防教育学院，“3”

即 3 个专业，以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无人机应用技术和计算

机应用技术 3 个专业为依托，培养兼具国防教育和研学旅行知

识与技能的复合型应用人才；“4”即军、政、校、企四方联动，

莆田市军分区对产业学院进行宏观指导，依托 8710 部队、武警

二总队四支队等地方驻军的人力、资源、场地优势，校企联合

培养人才。“5”即校企共育人才，共管师资、共建基地、共享

资源、共同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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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军”元素贯穿“全生命周期”的新质人才培养导入示意图

2.“军”元素全过程贯穿，打造“军-校协同·标准嵌入·显

隐统一”育训并举培养模式。以“军”元素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与国防科技大学、10 多家驻军单位和军工企业构建共同体，100 多

位教师互兼互聘师资实现共通，共建课程教材资源 10 个实现课程共

研，军-校-地联合开展项目研究实现项目共育，服务军工增值实现

技术共化，育训并举人才超过 3 万人实现基地共享。形成的“‘军’

元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公共标准”与显、隐统一的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全环节、全方面，构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能力谱系。

图 3：“军校协同·标准嵌入·显隐统一”育训并举培养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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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军”元素全方位呈现，构建浸润式渗透式文化育人格局。

学校始终坚持党对学校的全面领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守正

创新，自信开放”理念，先后投入数百万元校园文化建设专项资金，

构筑“一指导一内核”党建思政文化格局，创新“1+1+4+6”军民

融合思政工作模式，将“军”元素全方位融入校园环境文化，形成

“浸润式渗透式”思政育人环境，建成爱国主义教育文化长廊、雷

锋广场、安全体验馆、研学旅行营地，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高

等职业教育专业融合等载体，增强国防意识、彰显文化自信。

图 4：独具“军”元素特质的校园文化示意图

4.“军”元素大纵深推进，建立“支点撬动、三维联动、三位

互通”军风塑行整体机制。以国防教育学院为支点，推进“国防教

育-军事化管理-军事素质教育-社会服务辐射”四位递进改革。实施

三维联动：人员维度—部门协同、全员参与；时间维度—分年级递

进、分模块提升；空间维度—课堂教学、教育管理、社团活动、文

化活动有机统一，覆盖学生达 100%。实施三位互通:制度—制定“军

风塑行计划”6 项制度，管理—建立“校-院-师联动参与”管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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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保障—“人员、经费、场地”到位。

图 5：军风塑行整体方案示意图

5.“军”元素全流程质控，独创“三阶段递进、内外闭环”人

才培养质量管理保障模式。以“军” 元素为切入点，吸收国防科

技大学等军事院校先进的质量思想、方法、工具，融合教学诊断与

改进的具体要求，同步转化创设“三阶段递进、内外闭环”人才培

养质量管理保障模式；以推进军事体能训练达标考核和“三级十维

度”（三级：辅导员、教官、任课教师：十维度：日常作风、课堂纪

律、军容军貌、军事训练、站岗执勤、内务卫生、学业成绩、志愿

服务、重大贡献、思想政治）量化考核为标准，实施内、外部改进

闭环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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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军元素”贯穿“全生命周期”的新质人才培养保障示意图

图 7：“三阶段递进、内外闭环”人才培养质量管理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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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一完成人

姓 名
张 超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7 年 6 月
最后

学历
硕士研究生

参加工作

时间
2007 年 8 月

院校

教龄
14 年

专业技术

职称
副研究员

现任党政

职务

国防教育学院

院长

工作单位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

院
办公电话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国防教育学院院长 移动电话

电子信箱 804722753@qq.com
邮 政

编 码
351100

详细通讯地址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20 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陆军预备役炮兵师

“优秀预备役军官”

2021 年 福建省征兵工作领导小组“福建省征兵工

作先进个人”

2021 年 全国高校学生工作创新奖“二等奖”

（高职院校军事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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