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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念，围绕“一个目标、两条路径、三大办学方针、四大办学理念、

五大建设任务”的发展思路，于 2023 年 3月制定《广东梅州职业技术

学院高质量发展三年（2023-2025）行动计划》，明确学校未来三年的

发展目标，实施规模建设、队伍建设、专业建设、基地建设、信息化

建设五大建设任务，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办学使命，立足梅州，

面向广东，辐射闽赣，推动学校各项工作高质量、跨越式、全方位发

展,着力打造成“粤东北一流、广东省知名”现代化高职院校。

二、高水平学校建设情况

作为新办高校，我校起点低、底子薄，师资、设备、建设资金缺

口较大，参与高水平职业院校建设条件不够成熟。

三、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情况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能有效激发学校办学活力，为学校改革发展提

供内生动力；是职业院校优化专业布局、配合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社

会服务能力的需要；是职业院校高质量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也是学

校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我校高度重视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旨在以

专业群建设为突破口，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学校高质量发展。对

标国家、省、市提出的职业教育新发展部署开展专业群建设，主动融

入粤港澳大湾区，准确聚焦原中央苏区振兴计划，对接梅州经济建设

急需、社会民生领域紧缺，服务梅州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一）建设思路

1.坚持党建引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立德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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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坚持区域需求。对标国家、省、市提出的职业教育新发展部署，

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准确聚焦原中央苏区振兴计划，对接梅

州经济建设急需、社会民生领域紧缺领域，服务梅州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

3.坚持人才质量。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以师资队伍建设

为基础，持续推动“三教”改革，建立并完善各类监督评价机制。

4.坚持产教融合。大力促进产教融合，深化校企合作，逐步推动

广梅园产业学院建设，为学校创建高水平专业群打下坚实基础。

（二）总体目标

2023 年 11 月，我校举行主题为“提质培优”背景下学校高水平专

业群建设工作启动仪式。提出具体目标，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构建

“N+3”高水平专业群模式：每个二级学院至少建设 1个校级高水平专

业群，即 N个专业群；学校重点建设 3个省级专业群（以新质生产力

为主线的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群、以乡村振兴为主线的畜牧兽医专业

群和以客家文化传播为主线的学前教育专业群），举全校之力创建省

级高水平专业群，力争在 2025 年前入选广东省高水平专业群。

（三）建设目标

畜牧兽医专业群：助力乡村振兴，聚焦百千万工程，赋能高质量

发展。

学前教育专业群：传播客家文化，弘扬苏区精神，赋能高质量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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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群：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铜箔之都，赋能

高质量发展。

四、工作亮点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学校高度重视高水平专业群建设，

不断提高认识。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学习国家职业教育政策和理论；另

一方面要加强专业群建设方面的业务学习，加快专业群创新发展，提

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学校高质量发展。

为加强组织领导，学校专门成立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指导委员会，

由校长任组长，副校长任副组长，各处室负责人、二级学院书记和院

长为成员。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指导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

办公室主任由曾志洪副校长兼任，陈杰宏老师担任副主任，办公室设

在质量管理与评建中心。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指导委员会各成员分工明

确，责任到人，制定工作方案，部署学校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等工作，

切实保证学校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各二级学院相应组建本学院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二）提前谋划，精心组织。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任务艰巨，学校

提前谋划，精心组织。2023 年 11 月，学校举行主题为“提质培优”背

景下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工作启动仪式，提出具体目标，制定时间表和

路线图。每个二级学院至少建设 1 个校级专业群，学校重点建设以乡

村振兴、客家文化传播和新质生产力为主线的高水平专业群，力争在

2025 年前入选广东省高水平专业群。

（三）落实责任，加强合作。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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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面广，基本涵盖学校所有部门，决非一两个部门能独立完成。各

部门职责分工明确，既要落实部门的主体作用，发挥主观能动性，强

化责任担当；又要凝心聚力，加强沟通与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共同

推动学校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工作顺利进行。

（四）突出特色，以特制胜。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中，学校将充

分发挥地域特色和专业优势，借鉴其他学校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成功的

经验，取长补短；同时应注重创新，切忌生搬硬套，不断探索适合学

校实际的建设路径，以特制胜。通过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专业群，培

养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的人才，不断提高学校的影响力和社会认可度。

五、专业群特色

学校充分发挥地域特色和专业优势，创建以乡村振兴、客家文化

传播和新质生产力为主线的3个省级高水平专业群，实现“以特制胜”

和“换道超车”。

（一）畜牧兽医专业群分析

该专业群由畜牧兽医、烹饪工艺与营养、电子商务三个专业有机

组成，分属于农林牧渔大类、旅游大类和财经商贸大类，以乡村振兴

为主线，以产业链为基础组群,如图 1所示。组群逻辑为农牧产业关联

产业，其中畜牧兽医专业是专业群的核心，主要对接家畜、家禽的饲

养管理、动物疾病防控、动物繁殖等业务，处于产业链上游，属生产

端；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主要对接餐饮服务、烹饪和餐饮、预制菜开

发等业务，处于产业链中游，属加工端；电子商务专业主要对接网店

运营与管理、新媒体运营、客户服务、广告策划与营销、电商直播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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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等业务，处于产业链下游，属销售端。通过三个专业的有机融合，

形成农牧产业及其关联产业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助力乡村振兴，聚

焦百千万工程，赋能高质量发展。

图 1 畜牧兽医专业群分析逻辑图

（二）学前教育专业群分析

该专业群由学前教育、广告艺术设计、计算机应用技术三个专业

组成，分属于教育与体育大类、文化艺术大类和电子与信息大类。以

客家文化传播为主线，组群逻辑为文化传播关联产业，如图 2 所示，

其中学前教育专业是专业群的核心，主要对接客家文化（客家山歌、

广东汉剧、客家菜等）和苏区精神等业务，广告艺术设计专业主要对

接广告创意与设计、广告策划与营销等业务，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主

要对接客家文化和苏区文化传播网页制作、图形图像处理、音频视频

编辑和 3D动画创作等业务。通过三个专业的有机融合，实现客家文化

的开发、制作和传播，传播客家文化，弘扬苏区精神，赋能高质量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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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学前教育专业群分析逻辑图

（三）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群分析

该专业群由智能机器人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

三个专业有机组成，均属于装备制造大类。以新质生产力为主线，紧

密围绕梅州打造“中国铜箔之都”产业升级需求，围绕铜箔行业对智

能机器人技能型人才的需要，把握与梅州市印制电路行业协会共建电

子信息产业学院之机，建设以“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铜箔之都，赋

能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具有地方特色的高水平专业群。主要培养面

向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产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复合型技能人才，

倾力把我校建设为梅州铜箔产业人才培养高地，助力梅州“苏区融湾

先行区”高质量发展，建设成为省内知名的高水平专业群。

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作为专业群的核心，专注于机器人的研发、

创新设计、智能制造、调试及应用等关键技术，是技术创新与研发的

重要源头。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则关注于机械、电子、计算机等技术

的深度融合，为智能机器人提供稳定可靠的动力与控制解决方案。新

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则对接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制造、检测与维修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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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与智能机器人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形成有力互补，共同推动智

能制造与智慧出行领域在梅州的应用与发展。通过三个专业的有机融

合，将有力推动梅州及周边地区的智能制造、智慧出行和新能源产业

实现跨越式发展，培育出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助力铜箔之都，赋能高质量发展。如图 3 所示。

图 3 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群分析逻辑图

广东梅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年 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