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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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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冯庆山为青马班学员上了一堂 青春版 党课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着力为党培养和输送青年政治骨干，

11月 23日，学院党委书记冯庆山为 2021年“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 大学生骨干培

训班作了题为《踏上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的专题党课。党委委员、副院长张虹主持党课。

党委委员、学工委主任刘世元，学工部部长季林吉、学工部相关同志、团总支书记、专职

组织员、入党积极分子、青马班全体学员共 150余人聆听了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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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中共党员、退役军人、昔日 维和尖兵 、沧职青年杨朝，如今又多了一个身份

教科书式 急救幼童。2022年 6月 12日晚 7点 30分左右，在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东

社区，一名 4岁左右的男童因在家食用花生后，发生急性气道梗阻，导致心脏骤停。孩子

家长急得大声呼喊求救，很多群众聚拢过来，但大家都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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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机电工程系机电 2107班学生杨朝刚刚跑完步回到家。他听到呼救声，匆忙跑下

楼。到达现场后，杨朝看到这一切后迅速回过神，受过急救培训的他，立即采用海

姆利克急救法为孩子进行施救，由于孩子年龄太小，不能采用挤压方式，所以他

就采用单膝跪地方式，将孩子趴卧在自己左腿膝盖上，用左手拖住孩子下巴。一

边为孩子进行心肺复苏，一边用手指清理孩子嘴里的异物和黏液，反复持续进行，

大概持续了十分钟左右，在众人的协助下，为医护人员的到来争取了更多的抢救

时间。

1.5 “ ”

防疫服务，助力冬奥。其实杨朝在危机关头做出的反应，大家并不感到意外。

平时的他，就乐于助人。杨朝在疫情期间，他参与社区的志愿服务，在此之前他

曾多次参加市、区的志愿活动，此次冬奥会也作为志愿者，保障着赛事顺利进行。

维和尖兵，英雄本色。他在部队服役 8 年，2014 年作为中国部队一员到非洲南

苏丹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他曾穿梭于枪林弹雨间，面对伤痛与死亡，接受着安

全形势严峻、军事任务节奏紧张等多重考验，他用坚定的意志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成为“维和尖兵”。用辛勤和汗水，忠诚和奉献，书写着新时代中国军人的热血与

担当。

杨朝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一名退役军人、一名昔日“维和尖兵”，现在又成为

了沧州职业技术学院的大学生。从“绿军装”到“志愿红”，我们为他点赞，他是我

们沧职的骄傲，是所有沧职青年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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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菊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2022年 11

月 8日--13日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杂技比赛在河南省濮阳市隆重举行。中国杂技

金菊奖是经中央批准的全国性杂技艺术专业奖项每三年一届与戏剧梅花奖、曲艺牡丹奖、

舞蹈荷花奖等同为各自专业领域最高荣誉代表着中国杂技界的最高水准。

杂技艺术学校学生张伟、刚洪亮、尚清波等的参赛作品《龙跃神州——中幡》，集“惊、

险、奇、美”于一身，在表演形式上打破传统模式，增加了翻、转、腾、传、顶等技巧，

原创动作多达 10余个。他们或脚踢，或手抛，9米左右的中幡在手中上下翻飞、活灵活

现。最终，经过激烈角逐，参赛作品《龙跃神州——中幡》荣获中国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

菊奖！我们将以金菊奖为新起点，继续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创新、打造更

多优秀作品、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中国杂技高质量发展积极作为、贡献力量。

1.10

教育教学质量

专业建设质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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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凝心聚力打造高水平专业群

畜牧兽医专业群由畜牧兽医、动物医学、现代农业技术、电子商务四个专业组成，是

河北省高水平专业群。畜牧兽医专业群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师 63人，专兼职比例为 2∶1，

高级职称教师比例 67％，有博士 4人，硕博教师比例 83%，“双师型”教师占专任教师的

85％，拥有省级教学创新团队 2个。教学资源丰富，建立优质教学资源共享网络平台，建

成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2门、院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

门。畜牧兽医专业群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能力培养为重点，与河北乐源牧业有限公司、

河北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进行校企合作，实现产业链上培养人，生产实践培养人，创

新并践行“二元共育、三阶递进”的人才培养模式。

在校企双方的共同努力下，2022年畜牧兽医专业群喜结硕果。张静老师、范葶莉老

师、穆春雨老师组成的宠物疾病诊疗教学团队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三等

奖。投入资金 210万元扩建动物遗传繁育实训室，投入资金 80万元启动新建博士工作室。

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侯水生院士、河北东风养殖有限公司签订了长期战

略合作协议，将沧州职业技术学院建设为院士合作重点单位。与河北东风养殖有限公司共

建了教师企业实践流动站。选派了 11名专业教师作为河北省科技特派员服务相关农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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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效益，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宠物养护与训导中韩合作办学专

业开始招生，为高水平专业群国际交流与合作开辟了先河。

2.1

“ + ”

2019 1+X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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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6

100%

X

“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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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建设质量

1+X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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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课程建设结硕果

《动物微生物与免疫技术》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是河北省《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

计划（2020-2023）》和《河北省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从

立项以来，该课程组潜心研究，精心建设，2021年正式在智慧职教MOOC学院平台上线。

2022年入选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并于同年 12月入选国家在线精品课程。通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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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课程体系、课程内容和教学模式，强化线上与线下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通过学习平

台上传的教育教学资源，打破传统教学局限性，让学生随时随地都可学习。课程团队利用

假期深入生产一线，将更为完善的生产过程及工作流程引入到教学中，并将收集的临床病

例加以整理，上传至教学平台，使教学资源不断优化更新、与时俱进。根据专业的特色和

优势，深度挖掘提炼课程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培养学生的“大国三

农”情怀，引导学生“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在《动物微生物与免疫技术》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建设背景下，申请课题 3项，发表论文 1篇，获得省级以上教学信息化比赛 3

项，指导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类大赛获奖 3项。

2.2

2022 256

27 52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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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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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高质量建设通信技术专业群教学资源库

通信技术专业群教学资源库于 2019年被遴选为河北省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

划（2019-2021年）职业教育专业群教学资源库项目，并于 2022年 1月顺利通过验收。

通信技术专业群教学资源库建设过程中校企深度融合，以 5G通信服务产业链为依托，围

绕 5G服务与应用面向的职业岗位群，构建了以现代通信技术专业为核心，涵盖大数据技

术、移动互联应用技术、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的通信技术专业群，建设了丰富的专业群教学

资源库，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2022年企业用户和社会学习者稳步提升，有 192个

院校师生使用通信技术专业群教学资源库，开课 53期，上线 50期。目前，专业群活跃资

源占比为 75.77%，体现了资源的实用性、可用性和先进性；资源丰富：素材总数 4601个，

视频总长 11006分钟，素材总量 252.84G。通信技术专业群教学资源库的建设提高了人才

培养质量，提升了学校的社会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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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2 97618

案例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2021年 5月，农牧工程系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被省教育厅确定为第

二批立项建设的省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教师教学团队由

19名教师组成，专兼比例为 16:3，双师比例为 73.7%。团队坚持工学结合，深化现代学

徒制模式改革，全方位推进行业企业与专业建设的深度合作。团队教师成员秉承校训，知

行合一，厚德强技，弘扬工匠精神，积极指导学生参加职业技能大赛。“一赛三促”，以赛

促教，改进教学方法，检验教学成果；以赛促学，积累教学资源，融入课堂教学；以赛促

改，加强交流探索，完善教学改革。近五年来，指导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大赛，屡获殊荣。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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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案例 ：辛勤耕耘 稳步成长

王晓婷老师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骨干教师，河北省“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师生巡

讲团”成员，沧州市校外辅导团思想政治理论课特聘教授。主要讲授《思想道德与法治》

《形势与政策》《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课程。

王晓婷老师积极探索思政教育的新途径、新办法，带领教学团队参加两届河北省技能

大赛教学能力比赛，获得河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先后获得沧州市

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沧州职业技术学院师德先进个人等称号，河北省职业教育教学成

果奖三等奖等荣誉；指导学生获得河北省大学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宣讲大赛二等奖；2022年获得高校优秀思政课教师奖励基金三等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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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践行现代学徒制 创新 二元共育、三阶递进 人才培养模式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和君乐宝河北乐源牧业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共同制订“君乐宝乐源

智慧牧场精英班”培养方案，践行现代学徒制，为企业进行个性化人才订制培养。第一学

年，学生在学校完成理论和技能课程，并利用寒暑假等课余时间到企业参观、短期跟岗实

践，夯实理论基础；第二学年，学校和企业相结合，即请企业专家到校进行专业讲座，或

派教师入场跟岗指导；第三学年，学生在企业完成订制课程（企业部分）学习和轮岗、顶

岗实习。由校企双方教师联合帮带指导，学生通过饲养、繁育、兽医、奶厅、犊牛 5个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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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轮岗，在掌握牧场各岗位工作内容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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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质量的条件保障

“ ”

4

2372 291 10296

11870 316 “ ”

7.38 3.2 3000

2021-2022

2.5

1 / 5.83

2 / 5691.74

3 / 15.41

4 / 80.1

5 / 15.41

6 / 5691.74

7 /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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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bps 6600

10 Mbps 10000

11 GB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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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质量

“ ”

“ ” “ + ”

留学生培养质量

2022 45 23 22

51%

21

2021

IS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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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018 26

20
3.1 2021-2022

2021.10
· ·

2021.11

2021.11 “
”

110

2022.01

案例 ：沧职留学生 零距离 体验大运河农业生态文化产业园

2022年 10月 19日上午，沧州职业技术学院来自 13个国家的 20名外国留学生在国

际教育交流学院党总支书记和老师们的带领下，兴致勃勃地来到期待已久的校企合作基地

——沧州印象·大运河农业生态文化产业园，“零距离”体验中国美丽乡村魅力。沧州印

象·大运河农业生态文化产业园坐落于西砖河村，该村是京杭大运河进入沧州市运河区流

经的第一个村落，这里曾是古运河上的千年驿站，繁华兴旺。近年来，运河区努力做到保

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围绕建设现代农业精品园区，打造了沧州印象·大运河农

业生态文化产业园项目，为古运河畔增添新的园区特色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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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留学生们参观了现代化温室大棚、历史悠久的砖窑遗址、散发幽香的花海、运

河博物馆的文物、现代化马场。参观过程中，讲解员讲述了“砖河驿”的前生今世，西砖河

村由普通农村仅用短短几年时间蜕变成现在这般模样，使在场的留学生们都感到震惊，不

由得为“中国速度”竖起大拇指。通过参观，不仅仅使留学生们见识到我国飞速发展带来的

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叹中国科技的进步，同时也激发了留学生们的学习动力，要努力学习，

把中国技术带回家乡。

3.1

案例 ：非洲留学生的太极情缘

2021年 11月 23日，新华社全球连线版块报道了以《你好非洲：非洲留学生的太极

情缘》为题的文章，文中有一段近五分钟的视频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文章的主人公是来自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国际教育交流部的坦桑尼亚留学生陈彦之。

因为对中国功夫的浓厚兴趣坦桑尼亚留学生陈彦之来到了中国的武术之乡——沧州，

在这里他开始学习太极并且喜欢上了这项运动。通过太极他结识了一群有着共同爱好的非

洲同学，他们共同感受着中国功夫的魅力。如今中非文化交流日益紧密，这群非洲年轻人

也正通过他们的努力让太极更好地在非洲各国普及。通过此次宣传，不仅弘扬了中华传统

武术，很好的向全世界展示了中非友谊，还有助于学校国际交流项目的开展，不断扩大学

校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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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合作办学质量

2021

2022 4

2022 9 30 2

2022 4

“2+1”

2022 9 3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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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境）外独立办学质量

2021 23 “ ·

· ” 2022 9 23

23 10 28

546

2022 11 7

11 7 -29

3.3 ·

助力 一带一路 建设质量

“ +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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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

“ ” 2022 6 22

3

3.5

服务贡献质量

服务行业企业

278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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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24

76

案例 ：科技特派员助力行业企业发展

河北东风养殖有限公司是集种鸭繁育、商品肉鸭养殖、饲料生产、屠宰加工、鸭坯生

产、熟食加工、冷链物流于一体的专业化、产业化的河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022

年，穆春雨老师作为科技特派员服务于河北东风养殖有限公司，担任该公司牵头组建的河

北省肉鸭产业技术研究院肉鸭良种繁育实验室主任，同时担任国家水禽产业体系沧州综合

试验站育种岗位研究员。

2022年度穆老师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了鸭舍改建、引进新型鸭品工作，建立了育、繁、

推、加一体化的示范推广体系，可为市场提供祖代鸭及父母代鸭，满足北京烤鸭专用品系

的需求，该品种已经成为首选北京烤鸭原材料，目前该鸭坯产品市场占有率已达 30%。

穆老师还作为团队主要成员与体系首席专家侯水生院士团队、中国农业大学李德发院士团

队合作，共同制定饲料原料数据库建设方案，建立本地区饲料原材料数据库。此外，穆老

师作为团队主要成员开展肉鸭高效养殖技术研究，进行了饲料中添加维生素 E和双低菜

籽油饲养试验，饲养过程不添加任何抗生素，测定生产性能和肉品质等指标，为产业绿色

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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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2 52% 73% 82%

3.8% 18.9% 77.3%

4.4

2022 4164 2547

61%

4.5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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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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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小小羊肚菌，撑起乡村振兴 致富伞

羊肚菌是世界四大珍稀食用菌之一，经济价值非常高。由于羊肚菌产业具有成本低、

用工少、效益高的特点，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可，栽培面积逐年递增，但是羊肚菌产业效益

高的同时伴随着高风险，为了让沧州的羊肚菌产业稳定发展，沧州职业技术学院食用菌团

队于 2016年开始引种羊肚菌，攻坚克难展开一系列的研究，近 5年来，将羊肚菌稳产技

术在沧州进行示范推广，助力乡村振兴。东光县秦一村以大田粮食种植为主，花木和大棚

葡萄种植为辅。为了实现产业帮扶，振兴乡村，实施了羊肚菌种植项目。学校团队教师全

程保姆式指导羊肚菌种植技术，当年取得了大棚种植羊肚菌亩产 1000斤的好成绩，亩效

益达到了 6万元以上。

目前，冷棚羊肚菌亩产取得了 1200斤以上的产量，并开创了羊肚菌与贝贝板栗南瓜

轮作、羊肚菌与花生轮作等模式，可再次增收 1-2万元。其中，秦一村争取项目资金 700

万元，已流转土地 200亩，建设了高标准棚室 100个，打造了羊肚菌特色小镇。学校教师

团队不仅在沧州的东光县、青县、南皮、沧县等地进行了羊肚菌技术指导，而且羊肚菌栽

培技术辐射到河北的保定、唐山、邢台、邯郸等市，学校的科技助农成效非常显著。

4.7

服务地方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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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地域特色的服务

2019

2019 7

202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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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2021 9

具有本校特色的服务

2017 14

2018 “

” “

”

15 40

案例 ：半百舍家且背井，不让须眉沧职荣 张丽

张丽是沧州职业技术学院经贸管理系的一位从教 20多年的老教师。她响应国家的援

疆号召奔赴新疆轮台，半百之年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开启全新征程。学校党委书记冯庆

山专门为张丽老师写下了“半百舍家且背井，不让须眉沧职荣”的诗句。张丽老师为援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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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倾尽心血，积极奉献。2022年 6月，新疆财经大学设立在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的 2018

级会计专业首批本科毕业生即将毕业。可是巴音学院是一所高职院校，毕业环节是以社会

实践报告的形式来完成，老师们没有指导论文的经验，再加上防疫工作、维稳工作、以及

各项教学和学生管理工作，纷繁复杂，老师们已经不堪重负。张丽老师作为援疆教师，具

有多年论文指导工作经验，责无旁贷，勇挑重担，担当起了全班 28名毕业生的论文指导

工作。为了保证离疆后，毕业论文的指导工作依然能够顺利进行，张丽老师又专门给相关

老师进行了培训，撰写培训课件，留存指导论文资料，将宝贵经验倾囊相授。张丽老师的

援疆事迹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赞扬，成为了学校的骄傲、学生的榜样！

2021

33 3

PVCP

“ ”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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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落实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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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质量保证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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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2021

1 1436

2 750.18

3 2921.44

4 128.48

5 51.38

6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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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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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1 9502.02

2 734.7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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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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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5
97618.00

115.14

6
18.33

14.92

面临挑战

校企合作有待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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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表 1 计分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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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表 2 满意度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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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表 3 教学资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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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表 4 国际影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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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表 5 服务贡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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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表 6 落实政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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