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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特色项

目含义

    与“人无我有、人弱我强、

人强我特”的相对优势、核心竞

争力和创新成果密切相关，说明

在某一方面或领域独辟蹊径或独

树一帜。

    有较大的师生参与面，为学校成

员所熟知，在同行间和社会上有一定

的知晓度，或为同行学习的楷模、曾

见诸于报端，或有其他社会影响。

    获得师资、设施设备和财力

等方面的专门支持，转而对办学

目标、培养目标和可持续发起到

明显的支撑作用。

    由长期积淀而成，重在自主规

划、尽心设计、细致呵护、长期坚

持，考虑与合格评估考察意见的关

系。



二
工作进展

深入
学习 分析五所院校办学特色

深入
研讨 研究我校合格评估办学特色内涵

初步
挖掘 分析我校特色元素



深入学习

东北农业大学

l 围绕农业产业链 打
造重点专业群

Ø 围绕区域主导产业，建
设重点专业群；

Ø 学科支撑专业，科研促
进教学；

Ø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
养卓越农林人才；

Ø 人才培养硕果累累，重
点专业群建设成效凸显；

北京林业大学

l 知山知水、树木树
人，把论文写在大
地上

Ø 办学特色全面落实，促
进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深
化；

Ø 办学特色成果丰硕，社
会高度认可；

黑龙江工程学院

l 强化工程文化教育，
培养高素质工程技
术人才培养高素质
工程技术人才

Ø 强化工程文化教育的目
的；

Ø 工程文化教育的形成过
程；

Ø 工程文化教育的实践与
探索；

深入学习



牡丹江医学院

l 深化“三位一体”模式
培养具有“医工结合”特
色的应用型医学影像人才

Ø 深化以“岗位胜仸能力”
为目标的“三位一体”人
才培养模式；

Ø 医学影像学专业“医工结
合”专业特色的内涵；

Ø “医工结合”人才培养模
式架构；

Ø 人才培养成效；

Ø 主要社会影响；

深入学习

齐齐哈尔学院

l 实施“三导向”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培养应用型医
药卫生人才

Ø 科学论证，提出“三导向”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Ø “三导向”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的背景；

Ø 确定“三导向”人才培养指
标内涵；

Ø 以学生未来发展为目标，优
化整合课程体系；

Ø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了
高质量应用型医药卫生人才；

Ø “三导向”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实践成果受到国内同行关
注；



深入研讨

l 传承优良传统，弘扬
“八一农大精神”

Ø “八一农大精神”的内涵；
Ø “八一农大精神”形成的精

神渊源；
Ø “八一农大精神”形成的实

践基础；
Ø “八一农大精神”对学校办

学的深刻影响；

l 充分利用垦区现代化大
农业的资源优势，为农
垦区域经济建设提供人

才和科技支撑
Ø 黑龙江垦区为学校的发展建设提

供了特有的资源优势；
Ø 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为垦区提供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Ø 开展科技创新和推广，为垦区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科技支持；
Ø 抢抓黑龙江垦区努力率先实现农

业现代化的有利契机，提升办学
层次和水平；

水平评估
凝练特色



初步挖掘

八一农大精神、北大荒精神及文化方面进行挖掘

从人才培养、服务垦区方面进行挖掘

从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社会实践与垦区的结合角度进行挖掘

Ø 北大荒精神与学校发展历程的密
切联系；

Ø 两种精神融入素质教育全过程；

Ø 两种精神形成的文化体系对学校
发展的影响；

Ø 专业设置、课程设置与垦区行业、企业发
展契合（飞行技术专业）；

Ø “垦区基层管理人员培训班”为垦区输送人
才；

Ø 广泛与垦区开展校企共建（实习、实训基
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Ø “青年教师生产一线实践学习班”开展成效；

Ø 学校科研机构对垦区发展的服务和
支撑作用；

Ø 学校科研对垦区发展做出的突出贡
献；

Ø 学校助力“中华大粮仓”建设的成效；



明确
要求 召开工作部署会议

确定
方向 明确特色凝练的总体思路

三
工作推进

情况



强调工作
质量

高度凝练办学
特色

注重主动沟通

王金满副校长提出要求：

       高质量凝练学校办学特色；     

       按期完成项目内容，做好素材整理。

召开工作部署会议



总体工作思路     “特色项目”是对我校办学历程的总结和凝练，在评审指标体

系中没有准确的审核要素和要点，需要项目组成员须进行充分的研

讨论证，深入挖掘，初步确定特色项目的主要内容，具体工作思路

如下：

01 项目组深入研讨，初步确定特色项

目内容，确定特色项目要素及要点。

02 提请学校审核评估专家组和领导

小组审议。

03

04 起草撰写自评报告，形成支撑

材料。

依据确定的要素及要点进行分

工，相关部门提供素材。

7  服务垦区发展，培养适用人才

7.1  坚持以服务垦区发展为核心办学使命：传统深厚

7.2  人才培养各环节各要素保持同向同步：凝聚合力

7.2.1 传承弘扬北大荒精神，增强育人文化印记

7.2.2 着眼垦区发展需求，推进学科专业建设

7.2.3 深化校局校企合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7.2.4 加强教师培养锻炼，建设垦区特色师资

7.3  输送垦区科技与管理战线的中坚力量：成效彰显

经过项目组深入研讨，目前初步形成
提纲内容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