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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石化生产与储运技术专业群为“湖南省示范性特色专业群”，化工设

备制造与维修专业实训基地为“湖南省校企合作生产性实训基地”；石油化工

技术专业为省级精品专业，工业分析技术专业为省级特色专业，石油化工技

术专业和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为中央财政支持的重点建设专业。学院先后被

授予“教育部人才培养评估优秀高校”“湖南省文明高校”“湖南省大学生就业

创业工作优秀单位（连续四届八年）”“湖南省首批大学生就业创业示范校”“教

育部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高校”等荣誉称号。

在 40多年的职业教育实践中，学院始终坚持校企深度融合，工学紧密

结合。学院与企业建立了协同育人的“六共”(共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建师资和

管理队伍、共建实习实训基地、共建人才培养质量考评体系、共建远程教育

资源和知识库、共建石化文化与大学文化相融合的特色高职校园文化)长效

运行机制，形成了鲜明的人才培养竞争优势。以“人文品质、石化特质、劳

模潜质”为培养目标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深受企业欢迎，学院被誉为

“石化人才培养的摇篮”。学院与四大类目标企业（即石化国企、国企改制及

合资单位、上市公司、国家级工业园区优秀民营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实习实

训及人才供求关系，实现学生顶岗实习与预就业的良好联动，高就业率、高

就业质量的毕业生就业工作成为学院的闪亮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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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31平方米，生均 20平方米。学生公寓共 7栋，建筑面积 24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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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投入 3633.30万元，生均拨

款 8688元；2016年投入为 3791.9万元，生均拨款 9201元；2017年投入为

4499.21万元，生均拨款 111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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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与生均拨款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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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Mbps，主干网带宽达到

千兆，教学用终端（计算机）1504台，网络信息点数1600个，数字资源总量

879.05G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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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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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岗实习管理、财务管理、OA办公、学生管理等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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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的 2538.36万元增加到 2017年的 3677.78万元，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逐年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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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学院近三年支付企业兼职教师课酬情况

教师积极参与教育教学改革、技术研发、业务进修、企业锻炼，专业能

力和社会服务能力不断增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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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专业人才培养

（一）专业及专业群建设情况

学校设有 “四院两部”：即石化工程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经管信息学

院、继续教育学院和公共课部、思政课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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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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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技

术等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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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对接石化中下游产业链的石化生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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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以创建省级示范性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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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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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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拓展战略和石化管理与信息技术专

业群规模扩张战略。学院制定了十三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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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生产技术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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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

工技术、化工装备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等3个专业2015年被确定为教育部首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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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设备维修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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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石油化工生产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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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仿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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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和教育教学改革情况

学院以立项教育部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为契机，全面推进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和教育教学改革。为了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创新校企协同育人

机制，培养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和石化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

人才，学院先后与 6家石化类企业联合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配备学校

教师和企业师傅开展双导师教学，实行工学交替、分段培养，探索多时空对

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经过 3年的试点工作，2015级石油化工技术专业、电

气自动化技术专业的现代学徒制学生已于今年6月毕业，成为企业正式员工。

2016级学徒制学员已进入企业岗位培训阶段。

我院通过试点工作的探索与实践，创新了“两主体四融合六共建”的现代

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总结形成了以“五对接、五步法、五共享”为主要内涵

的“共享车间课堂”教学模式，将在今后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过程中进行应

用和逐步完善。三年来，校企建立了协同育人机制，开展双师互聘共用，共

同分担人才培养成本，先后投入 414万元(未含企业培训基地建设及双导师

挂职锻炼费用）用于现代学徒制试点。校企共同修订了人才培养方案，对接





8

生 2335人；石化装备与控制技术专业群在校生 847人；石化管理与信息技

术专业群在校 497人；群外专业在校生 345人。

（一）学校招生情况

学院由于地理位置较偏，招生情况有点受限。2016年由于全省乃至全国

考生人数锐减，报考数和实际招生数都有较大下滑，2015 年、2016、2017

年统招第一志愿上线率逐年增加。

图 4：学校近三年招生情况统计表

（二）毕业生就业情况

1、2018届毕业生就业整体情况

我院 2018届毕业生 1369人，截止 8月 31日，就业人数 1282人，初次

就业率为 91.33%。其中已就业并办证（国有央企及事业单位带编制正式员

工）349人，占总人数的 25.49%；自主创业 2人，占总人数的 0.15%；聘用

（灵活就业）918人，占总人数的 67.06%；继续深造（专升本）12人，占

总人数的 0.88%；国家、地方项目 1人，占总人数 0.07%；另有 87人暂未就

业，占总人数的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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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18届毕业生总体就业情况

近年来，我院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依然保持在全省第一

序列。其中，2015届毕业生 1263人，就业人数 1172人，初次就业率为 92.80；

2016届毕业生 1011人，就业人数 943人，初次就业率为 93.31 ，2017届毕

业生 1073人，就业人数 1001人，初次就业率为 93.37 ，2018届毕业生 1369

人，就业人数 1282人，初次就业率为 93.64 。

图 6：近四年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对照图

2、 2018届各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

我院 2018届毕业生 1369人，截止 8月 31日，就业人数 1282人，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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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率为 93.64%。其中炼油技术，物流管理三个专业就业率均为 100%；其

次是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焊接技术及自动化，电气自动化就业率分别为

98.18%，96.67%，96.64%；就业率最低的两个专业是化工设备维修技术，网

络系统管理，均为 90.00%。其中焊接技术及自动化专业 17届的就业率为全

院专业中最底，就业率为 78.57%，该专业今年就业率排在所有专业中第四，

为 96.67%。

图 7：2018届各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

3、2018届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分布情况

已就业的 1282人中，到其他事业单位就业 6人，占 0.47%；到国有企

业就业 225人，占 17.55%；到三资企业就业 45人，占 3.51%；到其他企业

就业 982人，占 76.60%；到部队就业 9人，占 0.70%；国家基层项目 1人，

占 0.08%；自主创业 2人，占 0.16%；升学 12人，占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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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018届毕毕业生单位性质分布情况

4、2018届毕业生就业地域分布情况

已就业的 1282人中，在湖南省内就业人数为 213人，占总就业人数的

16.61%，其中在本地区（岳阳市）就业人数为 125人，占总就业人数的 9.75%。

除湖南省以外，毕业生就业地域排列靠前的分别是浙江、广东、江苏、新疆、

辽宁、福建、甘肃，其中在浙江省就业人数 205人，占总就业人数的 15.99%；

在广东省就业人数 189人，占总就业人数的 14.74%；在江苏省就业人数 152

人，占总就业人数的 11.86%；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就业人数 145人，占总

人数的 11.31%；在辽宁省就业人数 79人，占总就业人数的 6.16%；；在福建

省就业人数 50人，占总就业人数的 3.90%；在甘肃省就业人数 47人，占总

人数的 3.67%。其中在辽宁省的就业人数猛增得益于学院就业办在东北就业

市场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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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018届毕业生就业区域分布图

五、社会服务能力

学院在进行学历教育的同时，大力加强企业职工培训，切实为石油化工

企业安全高效生产保驾护航。培训中心作为学院专门从事职工培训和职业技

能鉴定的主管部门，具体负责面向企业、社会和在校学生的职业技能培训和

职业技能鉴定的组织管理及实施。先后被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认定

为“湖南省企业高技能人才培训定点机构”；被湖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授

予“国家二级安全生产培训机构”；被岳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高

技能人才定点培训机构”。

学校继续每年组织开展“高技能人才培训（技师、高级工）”；“危险化

学品企业主要负责人及生产经营管理人员资格取证培训”；“危险化学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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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人员资格取证培训”； “弃学特种作业人员资格取证培训”（如电工、焊

工、烟花爆竹等）；“特种设备管理人员资格取证培训”；“特种设备操作人

员取证培训”（如锅炉、叉车、起重工等）；企业日常培训（如新员工入职

培训、班组长培训、管理人员培训、外来务工人员安全培训等）等。为企业

的安全生产与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储备提供了有力保障。学院设有“国家职业

技能鉴定所”、“国家计算机高新技术考试站”和长炼“石化行业特有工种职业

技能鉴定站”，能对27个国家通用工种、148个石化行业工种和9个高新技术

考试模块进行鉴定考评。学院技能鉴定所具有技师和高、中、初级职业技能

鉴定资格，能为企业职工和在校学生提供便捷的鉴定服务。

学校高度重视培训鉴定工作，2015－2017年三年内，为企业和社会举办

各级各类培训班268期，累计培训社会人员总数为9.8万人天，培训在校学生

7.5万人天。学院社会培训规模统计情况如图10所示：

图 10：学校近三年培训规模统计情况

学校注重培训鉴定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2015年开始，国资委、安监总

局和中石化集团公司联合投入3600万元，支持我院建设应急救援培训演练基

地。现已完成一期建设项目，包括危化特种作业实操考点、石化安全生产教

育培训中心、石化生产安全技能实训基地。

Administrator


Admini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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