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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7） 

1 学院基本情况 

1.1学院简介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始建于 1978 年，其前身是湖南长岭石油

学校，由湖南省石油化工局和中国石化长岭炼油厂（简称长炼）共同创

办，后与长炼职工大学、长炼培训中心合并。2003 年 5 月，经湖南省人民

政府批准，升格为一所由政府主导、企业主办、政企共建、集高职教育和

职工培训于一体的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技术学院。2013 年 10 月，学院正

式由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移交湖南省人民政府管理，具体由省石化行管办进

行管理。2015年 5月，学院划归湖南省教育厅直接管理。 

学院主要面向石化行业和区域发展培养石化生产、装备技术和管理技

术方面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并为石化企业提供员工培训和技术服

务。设置“三系两中心”：即石化技术工程系、石化装备工程系、石化管

理工程系及培训鉴定中心、继续教育中心。全面对接石化中下游产业链的

石化产品生产与储运产业群、石化装备维护与控制产业群、石化相关服务

产业群，形成了石化生产与储运技术、石化装备与控制技术、石化管理与

信息技术 3 个专业群，开设石油化工技术、石油炼制技术、应用化工技

术、工业分析技术、油气储运技术、煤化工技术、化工装备技术、焊接技

术与自动化、电气自动化技术、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物流管理（石化物

流方向）、市场营销、信息安全技术等 13 个主体专业，并与湘北女子学

校共建了应用英语、空乘服务、旅游管理与服务 3 个中高职衔接专业。学

院具有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较强实力，校内建立有国家级应急救援演练仿

真培训基地、国家二级安全培训机构、湖南省高级技能人才培训机构、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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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危险化学品及烟花爆竹定点培训基地，拥有石化企业各岗位群所需全

部技能鉴定资质。在校学生 4182人，社会培训 30000人日/年以上。 

学院 2007 年以优秀等级通过教育部第一轮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

2014 年以 22 项关键评估要素全部合格的优异成绩通过第二轮人才培养工

作评估。2009 年至今，连续 5 次被评为湖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一把手工程”优秀单位，2014 年被评为湖南省首批大学生就业创业示范

校。学院多次被评为湖南省文明高校、湖南省“五四”红旗团委。学院是

教育部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1.2 办学定位  

学院以立德树人、人才培养为根本任务，以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

会服务、文化传承和创新为基本职能，专注于石油化工中下游产业链发展

需求，对接石化生产、装备、管理与服务产业集群，开展高职学历教育、

企业员工培训和产学研技术服务，兼顾煤化工、天然气化工，并向新能源

化工及相关现代装备技术、现代服务技术等领域拓展。 

1.3 办学理念 

坚持特色立校、质量兴校、品牌强校的办学理念和创新驱动、跨跃式

发展战略，全面提升学院的办学实力、办学质量和影响力，为石化产业的

振兴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1.4 发展思路及办学目标 

学院通过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和实施九大工程建设，即以第二校区建

设为契机的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以创建省级示范性特色专业群为抓手的专

业（群）发展优化工程，以打造“教学名师”、“技能大师”和专业带头

人队伍为重点的师资队伍提质工程，以教育教学内容重构和方法创新为主

体的教育教学改革工程，以贯彻《学院章程》和推进关键领域改革为核心

的治理能力提升工程，以做大做强培训、鉴定及技术服务三个中心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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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服务拓展工程，以进一步彰显就业优势和加快培育创新创业品牌为

着力点的就业创业导向工程，以进一步突出石化文化和大学文化有机融合

为导向的校园文化创新工程，以加强政治保障、组织保障和思想保障为根

本的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强化工程，把学院建设成为一所条件适宜、特色

鲜明、质量优良、规模与效益协调发展、现代治理结构运行顺畅、创新驱

动发展机制形成、在国内石油化工领域及其他能源化工领域具有品牌优势

的高职学院，并把学院建设成为跻身国内一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能源化

工类高职院校。 

1.5 办学基础能力 

学校占地面积 229952.48 平方米，其中教学科研及辅助、行政办公用

房面积 89442.16 平方米，生均 21.39 平方米。学生公寓共 6 栋，建筑面

积 23004.18 平方米。拥有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的实训楼、教学楼、图书

馆、体育馆、餐厅、浴室等教学生活用房。 

学校高度重视校园信息化建设，致力打造“智慧校园”，完善校园网

络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目前介入互联网出口宽带 1000Mbps，主干网带宽

达到千兆，教学用终端（计算机）737 台，网络信息点数 1600 个，数字资

源总量 650GB。有 23 门课程在网络教学平台中建有网络教学资源，部分专

业应用虚拟实训软件教学。校园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校园一卡通与图书

管理系统对接应用。构建校园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了校园门户系统、教

务教学、顶岗实习等信息化管理。 

实训基地仪器装备进一步完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总值从 2014

年的 2454.63 万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2769.36 万元，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

2014 年为 7084.07 元，2015 年为 6856.73 元，2016 年为 6622.09 元。企

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从 2014 年的 360.12 万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401.23万元̆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总值统计情况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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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经费投入 

学校积极筹措办学经费，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投入产出效益。办学经

费的主要来源有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社会捐赠

经费、学杂费等事业收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2014 年投入为 2176.051

万元，生均拨款 6280 元；2015 年投入为 3010.52 万元，生均拨款 8132

元；2016年投入 3633.30万元，生均拨款 86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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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才培养过程 

2.1 专业建设 

2.1.1 专业建设规划 

学院以创建省级特色示范专业群为抓手实施专业（群）发展优化工

程。主要从构建动态调整的专业群建设机制、人文素养与职业素质一体的

模块化课程体系、功能先进充分共享的生产性实训基地、基于诊断与改进

的“动态化、多元化”质量评价体系等方面来实行石化生产与储运技术专

业群品牌发展战略、石化装备与控制技术专业群规模扩张战略、石化管理

与信息技术专业群专业培育战略。学院制定了专业群建设规划及群内各专

业建设规划，整合现有专业建设资源，推动相关专业资源共建共享和专业

群协调发展。 

在 3 个专业群中，石化生产与储运技术专业群成功立项为省级特色示

范专业群项目，其中石化生产技术是湖南省首批改革试点专业、湖南省精

品专业,该专业教学团队为省级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团队。我院石油化

工技术、化工装备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 2015 年被教育部首批确定为现

代学徒制试点专业，石油化工技术实训基地是中央财政支持的职业教育实

习实训基地，化工设备制造与维修专业生产性实训基地立项为省级校企合

作生产性实训基地，我院还是湖南省石油化工专业课教师专业技能教学水

平认证培训基地。“石油炼制技术”和“石化仿真技术”两门课程为湖南

省精品课程；工业分析技术专业为湖南省特色专业。 

学院制定了《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调整了专业发展战略。石化生

产与储运技术专业群实行品牌建设战略，不断提高专业集中度和专业资源

共享程度，将本专业群建设成为省级示范性特色专业群。石化装备与控制

技术专业群实行规模扩张战略，本专业群以院级重点特色专业群为建设目

标，加快发展规模，增加专业数量，按照市场需要、自己擅长的原则，根

据《中国制造 2025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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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增加招生规模。石化管理与信息技术专业群实行专业培育战略，重

点抓好教师的储备和教学条件的完善。在物流管理（石化物流方向）、市

场营销、信息安全与管理三个专业基础上，培育并新开办化工安全技术、

移动应用开发等专业，增加专业数量和学生规模。 

学院认真组织校企专家开展学院专业建设研讨与专业申报论证，按照

“开办一批”、“储备一批”、“调研一批”的专业梯级建设要求，完成

了 2017 年拟招生专业的申报工作，并且确定了后年拟招生专业的申报方

案，并积极组织开展后续拟设专业的调研。根据教育部全国高等职业学校

专业设置管理系统相关审批数据显示，我院已申报成功化工安全技术、无

人机应用技术、移动应用开发等 3个新专业。 

ʉ ᶡ 1ʊ ԋῊ ҲҐ ֥ҟ Ҙҟᵩ ɼ Ḍװ ҟ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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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学院以现代学徒制试点为契机，积极探索和实践“两主体四融合六共

建”（简称“二四六”）的现代学徒制为引领，定向培养、联合培养和订

单培养等多种培养方式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积极与相关企业合作

制订了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探索开展课程置换和学分制改革，取得

了良好效果。石油化工技术专业与珠海华润包装有限位公司合作、化工设

备技术专业与中石化镇海炼化检安公司合作、焊接技术及自动化专业与天

津华泰公司合作开展校企双主体育人；物流管理与市场营销等专业与阿里

巴巴合作，借助跨境电商合作项目，尝试跨境电商人才培养。 

4  ľԋ ΈĿ ף └ֲ Ῑ  

 

2.2 课程建设 

2.2.1 课程体系建设 

学院每年邀请了企业专家和校外专业带头人共同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

滚动式修订，按“平台课程+模块课程”的形式进行专业群课程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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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教材建设 

2016 年，借助教务管理系统平台，教务处开发应用了教材管理系统，

进一步提高了教材的选用质量，圆满完成了全年教材的征订、验收和发放

工作，确保了教材的质量和课前到书，保证了全校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

同时，鼓励教师开发工学结合特色教材，2015-2016 年我院教师自编及出

版教材统计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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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师资队伍建设 

学校坚持人才强校战略，强化对教师的理论与实践的双向培养，着力

打造一支“既能当理论教师、又能当实训教师；既能当企业培训师、又能

当工程师”的“四能”双师型教师队伍。目前有教职工 278 人，专任教师

191 人，其中专业教师 113 人，“双师型”教师 118 人，占专任教师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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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具有高级职称的 55 人，具有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 50

人，如表 2所示。 

2  ᴣ  
 

 
Ғᴋ  

ҒᴋҒҙ 

 

ľ Ŀ 

 

Ғᴋ  

№  

ΐ  

 

҉ץ

ᵝ  

278 191 113 118 45.4% 55 50 

教师积极参与教育教学改革、技术研发、业务进修、企业锻炼等工作

和培训，专业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基本形成了一支师德师风优

良、业务素质较好、结构比例较合理的师资队伍。 

学校积极建设和完善兼职教师队伍，聘请来校授课的企业兼职教师 56

人，支付企业兼职教师课酬总额 2014 年 55.94 万元，2015 年 34.61 万

元，2016年 56.29万元，如图 6所示： 

 
6 ᴑҙῚ ט ’ ̂ ᵝ̔҆ᾝ̃ 

 

2.4 教学资源建设 

2016 年校企深度合作，按照“共建共享、双向互动”的原则，不断加

强人才培养标准、课程内容体系、专兼教师队伍和实习实训基地等教学资

源建设，特别是校企共建共享“六库一平台” 数字化教学资源库。 

ʉ ᶡ 3ʊ ᴗΐ Ņ῏ ҅ ņ ɼ Ņװ

ņҿᶳ Ї Ņ ӥ ņЇ ҏ Ҙҟ ᵣ ‼ ɻ 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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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实践教学体系与基地建设 

根据学生认知规律和职业能力形成规律，对接岗位职业资格标准，按

照“注重基础、强化训练、加强综合、培养能力”的要求，进一步完善了

基础实训、专项实训、校内综合实训、校外生产实训、跟岗实习“五阶递

进式”的实践教学体系。实训基地建设得到快速发展，共有校外实习实训

基地 92 个，校内实践基地 73 个。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 2249 个，生均

0.54个。2014-2015学年学生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总量为 251382学时。 

2.6 产教深度融合 

学院依托校企合作平台，整合行业企业技术、专家团队、生产条件和

就业渠道等优质资源，充分整合专业课程内容，适时引入行业企业的前沿

的应用技术，将石化行业职业资格标准融入进核心课程标准，动态更新教

学内容。校企共同组建课程开发团队，依据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要求，

重点建设了《化工单元操作技术》、《化工仪表自动化及 DCS》、《石油

化工安全技术》3 门专业群共享的优质核心课程，各专业针对每个岗位建

成了 2-3门体现岗位特色的优质核心课程。 

ʉ ᶡ 4ʊ ᴗΐ ꜠ Ҙҟ ɼ 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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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信息化建设 

学院高度重视校园信息化建设，致力打造“智慧校园”，完善校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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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目前介入互联网出口宽带 1000Mbps，主干网带宽

达到千兆，教学用终端（计算机）737 台，网络信息点数 1600 个，数字资

源总量 650GB。有 47 门课程在网络教学平台中建有网络教学资源，部分专

业应用虚拟实训软件教学。校园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配合中国电信岳阳

分公司完成学院无线 wifi 全覆盖的建设调试工作，现已投入正常使用，

实现学院师生有线无线统一身份认证，在校园内免费给教职员工提供了一

个移动的网上交流平台,也为部分教师进行“云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了技

术支持。完成了石化生产技术仿真培训网络平台的安装测试及服务器搭

建，为教师进行信息化教学提供了一个平台，并分两次对全体专兼职教师

进行了应用培训。校园一卡通与图书管理系统对接应用。构建了校园信息

化管理平台，实现了校园门户系统、教务教学、顶岗实习等信息化管理。 

2.8 科研教研 

学院充分利用校企深度融合的优势，鼓励教师积极开展应用技术项目

研究，进行产品研发与技术推广服务。2016 年度我院成功立项省级及厅级

教学科研课题 8 个。我院积极组织产学研技术人员深入企业，了解企业实

际生产、转型升级、节能安全环保等方面的需求，和企业合作进行横向科

研攻关，开发出电脱盐脱水截油环保装置、在线免拆自动清洗过滤器、在

线密闭自动采样器、高效三维复合旋喷搅拌器、液柱谐振式自动脱水器、

化工装置密封元器件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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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学生服务与管理 

学院加强学生管理和服务方式的创新，建立学生事务服务中心，开展

宿舍文化建设，实施学生宿舍以“整理、整顿、清扫、清洁、安全、素

养”为主要内容的“6S”管理，成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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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教育教学管理 

学院以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为契机，开始启动建立体现现代学徒制特

点的教学管理制度，制订了课程置换管理办法和弹性学制管理办法；建立

定期检查、反馈等形式的教学质量监控机制，加强教学过程监控，强化信

息化平台在质量监控中的基础作用；创新考试评价方式，推动学生综合成

绩评价过程化多元化改革及试题库建设，借助学院仿真教学培训平台，组

织开展了试题库建设，试点课程基本实现在线考试。 

3.人才培养质量 

3.1 学生发展 

学校全日制在校生人数 4182 人，其中石化技术与储运技术专业群在

校生 2992 人；石化装备与控制技术专业群在校生 798 人；石油管理与信

息技术专业群在校 190人；群外专业在校生 202人。 

3.1.1 总体就业情况 

近年来，我院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保持在全省第一序

列。其中，2014 届毕业生 1018 人，就业人数 913 人，初次就业率为

89.69%；2015 届毕业生 1084 人，就业人数 1006 人，初次就业率为

92.80；2016 届毕业生 986 人，就业人数 920 人，初次就业率为 93.31 ，

较上一年度提高了 0.51个百分点。 

 

13  2014-2016 ҙ ҙ  



 18 

3.1.2 就业单位性质分布情况 

已就业的 920人中，到其他事业单位就业 3人，占 0.3%；到国有企业

就业 174人，占 18.91%；到三资企业就业 39人，占 4.24%；到其他企业

就业 654人，占 71.09%；到部队就业 8人，占 0.87%；自主创业 5人，占

0.54%；自由职业 3人，占 0.32%，升学 34人，占 3.70%。（见下图所

示） 

 

14  2016 ҙ ҙ ᵝ № ’  

     

3.1.3就业地域分布情况 

    2016 届已就业的 920 毕业生中，在湖南省内就业 222 人，占总就业人

数的 24.13%，其中在本市就业 132 人，占总就业人数的 14.35%。除湖南

外，毕业生就业地域排列靠前的分别是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宁夏、

新疆和湖北，其中在浙江省就业 151 人，占总就业人数的 16.41%；在江苏

省就业 101 人，占总就业人数的 10.99%；在广东省就业 92 人，占总就业

人数的 10.00%；在福建省就业人数 75 人，占总就业人数的 8.15%在宁夏

就业 72 人，占总就业人数的 7.83%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就业 29 人，占

总人数的 3.15%；在湖北省就业 29人，占总就业人数的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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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16 ҙ ҙ № ̂ ᵝֲ̔̃ 

     

    3.1.4专业相关度 

我院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与所学专业相关度较高，平均达到 90%。其

中，物流管理（石化物流方向）学生的专业相关度最高，达到了 100%；其

次是炼油技术专业，达到了 96.43%；再次是焊接技术及自动化专业，达到

了 96.43%；专业相关度最低的专业网络系统管理，仅为 66.67%。 

 

 

16 ҙ Ԋ׆ ᵬҍ Ғ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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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教学成果 

① 我院石油化工技术成功申报为 2016 年湖南省高职示范特色专业群

建设项目。 

②我院毕业设计成果抽查合格率高达 93.5%，比去年的合格率高出

7.03%（2015 年合格率为 86.7%）。我院连续五次获得湖南省普通高等学

校就业创业“一把手工程”优秀单位。 

17  ҙ⇔ҙľѿ Ŀᴨ ᵝ  

③我院 2016 年毕业设计成果抽查合格率高达 93.5%，比去年的合格率

（86.7%）高出 7.03%，排列全省 64 所高职院校第一档次；毕业设计工作

得分 83.7，全省排序靠前。 

④在全省高职技能抽查中，我院电气自动化专业合格率为 90%，排在

全面同类院校前列。 

⑤我院参加“博赫杯”2016 年全国职业院校石油化工生产技术技能竞

赛获三等奖，曾伟老师荣获“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⑥参加 2016 年度湖南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我院教师刘芬、

王伟、张娟娟，获得信息化教学设计赛项高职专业一组(能源动力与材料

大类、水利、生物与化工、公安与司法大类)三等奖，许先果获得信息化

教学设计赛项高职公共基础二组(数学)三等奖。 

⑦参加湖南省形势与政策巡回教学展示竞赛，我院教师谢畅获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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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高度重视培训鉴定规模拓展，2014－2016 年三年内，为企业和社

会举办各级各类培训班 212 期，累计培训社会人员总数为 9.9 万人天，培

训在校学生 6.5 万人天，培训总收入入为 1100 万元，学院连续 6 年获得

“湖南省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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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技术服务 

学院注重应用项目研究和技术服务，以校办工厂岳阳长和机电有限公

司为载体，与企业合作成立“1 十 1”校企联合创新平台。积极组织产学

研技术人员深入企业，了解企业实际生产、转型升级、节能安全环保等方

面的需求，和企业合作进行横向科研，共收集了 25 项攻关课题。对其中

的 5 项课题进行了科研攻关，有 4 项成功立项为 2016 年度学院教科研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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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项目，1 项成功申报省级科研课题。在此基础上开发出电脱盐脱水截油

环保装置、在线免拆自动清洗过滤器、在线密闭自动采样器、高效三维复

合旋喷搅拌器、液柱谐振式自动脱水器、化工装置密封元器件等环保产

品，为石化企业的转型升级做出了积极贡献。 

 

5. 治理能力和内部质量体系建设 

5.1 治理能力建设 

5.1.1 以章程为统领，健全现代大学治理结构 

①进一步健全四大治理系统，完善与落实了“五大章程”。依照《学

院章程》，以党委集体领导为核心，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构成党政事

务决策系统、党政职能部门和教学系部，构成了执行系统、纪检、工会、

学生（含学代会、团组织）、社会及第三方评价机构构成监督系统、理事

会构成指导和咨询系统，整体形成了“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

的现代大学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了学院、理事会、教学工作委员

会、学术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等“五大章程”。 

②优化学术委员会运行机制，充分发挥了专家治学的作用。进一步优

化了学术委员会的运行机制，切实保障专家教授在学术领域的决策、审

议、评定、咨询的权益，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术事务的决策作用。完

善了学术委员会会议制度，使学术委员会会议成为学院学术决策的常规会

议，会议形成的决定或者评定的事项，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与会委

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可通过，保障决定或评定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建立

了学术委员会年度报告制度，对学院整体的学术水平、专业发展、人才培

养质量等方面，以及学术委员会的运行及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年度总结和

评价，提出了整改意见和建议。 

③健全民主管理与监督机构，切实加强了办学行为的约束与激励。进

一步健全了由教代会、工会、团委、学代会、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组成

的民主管理与监督体系，成立了由学院代表、纪检工作负责人及代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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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负责人及教职工代表、学生代表和与学院办学有关的社会团体代表组成

的监事会，明确各监督力量的权利、义务和行使途径。在继续坚持已有校

务公开项目的基础上，完善了教育阳光服务平台，做到校务信息向全体师

生、社会公众全面公开。 

④逐步实施院系两级管理，全面激发了系部办学活力。加大了系部办

学自主权，逐步实施院系两级管理，制定了《院系两级管理条例》。实行

“目标+预算+绩效”管理模式，根据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和预算执行情况对

系部进行绩效考核。根据学生人数、教职工人数和师生比等因素安排系部

财务预算，实行系部财务在预算内自主控制。同时，为了规范系部行为，

学院对其设立权利清单，明确禁止行为、报备事项及自主行为等。 

5.1.2 以培养执行力为核心，健全决策、执行、监督运行机制 

①健全了科学、民主、高效的决策机制。在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良性运

转的条件下，及时分析学院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发现办学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采用民主集中的议事方式，针对问题进行诊断，提出改进意见。在决

策机制上严格遵守重大决策集体讨论制度，健全党委议事、院长办公会议

事和党政联席议事规则，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建设项目安

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等，严格按规定的程序和原则进行表决；建立“三

重一大”问题决策前的审议咨询制度，充分发挥专家团队的审议、咨询功

能；建立教代会代表旁听学校重大决策性会议的相关制度，全面提高决策

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②打造了协调高效的执行机制。根据专业（群）建设需要，以学院

章程为基础，理顺和完善教学、科研、学生、人事、财务、资产、安全和

后勤等方面的管理制度、标准，建立健全了相应的工作规程，形成了规

范、科学的内部管理体系。同时对系部下放管理权限、下移管理重心，加

强了对系部的考核激励机制建设。在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良性运转的条件

下，根据学院决策所确立的目标，细化了工作标准，设计了工作流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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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高质量完成工作，形成了高效的执行机制，提升了全院上下的执行能

力。 

③强化了及时有效的监督机制。在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良性运转的条

件下，加强了对重要岗位、重点部位、重大事项、关键环节的监督，优化

了信息报告制度，保证重要信息及时报送到相关人员，及时发现问题，交

由学院决策机构提出解决方案。进一步完善了党务公开、校务公开制度，

充分利用校园网、公告栏等及时将学校改革新举措、学校重大决策、教师

职称评聘及上级部署的各项任务等向全体教师公布。建立健全了办学信息

向社会公开制度，发布年度人才培养质量报告和办学工作报告，使学院教

育和管理工作及时接受广大师生、家长和社会的监督。建好、用好教育阳

光服务平台，为师生及社会公众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 

④创建了平安和谐校园。学院将以服务学生为中心，构建了“四位

一体”齐抓共管模式。在教学工作方面，做到了教学定位、课程体系和教

学模式的“三个转变”；在学生工作方面，做到了队伍建设、制度建设和

校园文化建设“三个加强”；在后勤工作方面，做到了后勤保障、后勤服

务和后勤管理“三个到位”；在安全工作方面，做到了安全教育、安全防

范、安全管理“三个重视”，建立了安全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和系部安全应

急工作小组，完善了舆情监控与处置、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和信息通报工作

的常态长效机制，杜绝了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和违规办学事件，构建了平安

和谐校园。 

 

5.2 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 

5.2.1成立了学院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领导小组 

成立以院长为组长的学院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领导小组，按《高等

职业技术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项目参考表》的诊断项目、诊断要

素、诊断点的要求，对我院的体系运行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诊断和评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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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改进，提高了体系运行的效果。 

5.2.2 构建了以诊断和改进为目的学院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学院制订了《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实施方案》，启动了

以诊改为手段的教育教学质量保证体系建设，聘用北京创源信诚体系认证

公司，引入 ISO9000 标准，在其指导下建立我院教育教学质量保证体系，

全面组织部署学院各项诊改工作。 

5.2.3 加强了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宣贯工作 

①进行广泛动员，组织教职员工学习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培育教职员

工的质量意识。如图 12，我院内部质量管理体系构建动员大会现场。 

12  ῤ ᵣ ꜚ ᴪ  

 

②对学校现有的质量管理情况进行摸底调研，结合学校的特点设计学

校的质量保证体系的结构和框架。 

③制定并发布学校的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各职能部门和层级进行分

解。针对调研的结果和策划的质量保证体系的结构和框架，进行文件编写

的分工，文件编写小组进行文件的编写和完善。 

④组织教职员工宣贯新的体系文件，为试运行提供准备。 



 28 

⑤试运行并及时修订调整体系文件； 

⑥培训内审员，进行内部审核，及时发现并改进体系运行中存在的问

题。 

⑦形成了学院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报告。 

 

6.发展机遇和面临挑战 

6.1 发展机遇 

6.1.1 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战略为我院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国家和湖南省出台发展职业教育的各项

战略部署和政策保障，必将助推我院发展步入快车道。 

6.1.2  石化产业升级转型对我院发展提供了新空间 

随着石化产业的转型升级和能源战略的重大调整，国家对石化产业的

深入优化、化工新能源的科学布局、化工新材料的加力发展、传统化工产

业调整升级的加快，给石化类职业教育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行业政策对

职业教育的扶植为我院提升了宽广的发展空间。 

6.1.3 区域经济强劲发展为我院发展构筑了新的舞台 

我院所在的岳阳市是我省石化重镇。岳阳市，“十三五”期间将着力

打造“一极三宜”（湖南省新的经济增长极，宜居、宜业、宜游）江湖名

城，需要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发展绿色化工，实现石化产业的转型升级，

其发展战略为我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舞台。 

6.2 面临的挑战 

6.2.1 经济新常态对我院教育教学转型升级提出了新要求 

在经济新常态下，随着经济转型和技术进步，涌现出的新产业、新技

术和新业态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在专业

调整、人才培养标准、培养模式、专业建设、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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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等多方面拓展思路，创新办法，更好地适应经济转型升级发展对高职

教育的新要求。 

6.2.2 办学体制的变换对我院治理能力发展提出了新课题 

在新的办学体制下，我们需要跳出企业办学的思维定势，加强大学章

程建设，形成与学校章程相配套的内部管理制度体系和执行体系，不断提

升学校治理能力。 

6.2.3  职业院校同行间的竞争对我院发展提出了新挑战 

学院因由企业创办，升格为高职学院后，由于企业要求改制将学院从

母体公司中剥离，政府未及时接管，造成办学主体缺失，办学经费不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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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指标（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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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资源表 

ש   
 ᵣ 2015  2016  

13045 

 

1  ŀ 17.01 17.18 

2 Ҙᴑ ᶡ % 56.8 58.12 

3 Ҙᴑ ָ ᴗҟ   18 18 

4 ᴗҟῡ Ҙҟ  % 36.59 36.61 

5 ᴀ ẅ ᾣ/  6856.73 6861.21 

6 Ὺ ᵣ  ү/  0.51 0.54 

7 ӥ ӥ  /  170 182 

Е  

 

 

 

 

 

 

 

 

 

 

 

 

 

 

 

 



 32 

 

 

附表 3  国际影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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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服务贡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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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落实政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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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相关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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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ᵲ ָ  ָ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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