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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微信公众号、学校网站、招聘公告等多渠道、多方式大力

宣传学校人才引进和招聘政策。利用梅州市引进急需紧缺人才

政策引进 5 人，采用学校自主聘任方式公开招聘 28 名年薪制非

编专任教师。

加强教学软硬件建设。校本部北区新建财经商贸学院 1、2

号楼、艺术楼投入教学使用，建筑面积共 25770.42 平方米。实

施课桌椅、交互智能平板一体机、计算机智能工程综合实训室、

钳工实训室等教学采购项目，投入资金累计 1200 多万元。

广大教师坚持教学为本、坚守三尺讲台，凝心聚力做好教

学工作，面对学校师资紧缺的实际，顾大局、识大体，超额承

担教学工作，多上课、上好课。

二、教学改革创新情况

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思政课和课程思政建设。

把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的“铸魂”课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

以坚定理想信念为主旨，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

培养人这个“必答题”；聚焦课程建设“主战场”，推动党的

创新理论全面贯穿思政课，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

和力、感染力；积极拓展“课程思政”，找准其他课程和教学

方式与思政课的资源共同点、方式对应点、内容渗透点，充分

挖掘专业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润物无声地开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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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教育。

学校遵循产教融合的专业建设原则，以区域性、地方性的

产业结构需求为引领，明确学校定位，突出办学特色。2023 年，

我校共有畜牧兽医、新能源汽车技术、电子商务等 17 个专业招

生，形成了以工学专业为基础、以农业专业为特色、以服务专

业为发展、以新兴专业为前沿的综合型专业体系。

学校对标职业教育新发展，主动融入大湾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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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N+2”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思路：每个二级学院至少建

设 1 个校级专业群，即 N 个专业群；重点建设以乡村振兴和客

家文化传播为主线的 2 个省级高水平专业群。

学校加强培育教师现代职教理念，建设智慧教室，搭建虚

实结合的实践教学环境，持续推动课堂革命。加快推进信息化

建设，建设云办公系统、门户网站、数字化校园系统 “三位一

体”的智慧校园网络平台，推动加快数字化转型发展。

开展政校行企合作，大力推进与梅州高新区、丰顺县人民

政府、梅州市印制电路行业协会开展产教融合、政校行企合作。

发挥学校传统优势，与梅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龙头企业合作，

以科技下乡、农科特派员等形式服务“百千万工程”，助力乡

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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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质量保障情况

学校加强制度建设，制定、修订了十五项教学管理制度，

涉及人才培养、教师教学、教学管理常规、成绩管理、质量监

控等各方面，形成了较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体系。建立学校、

二级学院、教研室三级教学工作管理体系，以教研室为基本单

位，落实学校各项教学工作，保障提升教学工作质量。

四、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开展情况

学校高度重视开展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在学前教育、大

数据与会计、食品检验检测技术、畜牧兽医、园艺技术、大数

据技术等专业开展“专升本”学历教育。2022 学年报名 92 人，

2023 学年报名 261 人。推进职业(工种)技能鉴定及考证工作，

组织高职 2021 级学生参加中级动物疫病防治员、中式烹调师、

中式面点师的技能等级鉴定。组织学生参加全国计算机一级考

试、专业技能课程考试、“1+X”证书考试、普通话考试等共 2582

人次。

五、教学条件保障情况

作为新办高校，我们坚持将学校建设发展与办学条件达标

工程同步谋划、同步实施，坚持达标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发展

也是为了更好地达标，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是新办学校，底

子薄，对照《高等职业学校办学条件重点监测指标》，本学年

仍有生师比、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生均图书等 3 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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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标。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增强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实施人

才强校工程，引育用留并举，拓展渠道引进人才、搭建平台用

好人才、提高待遇留住人才、多措并举培养人才，完善教师专

业发展体系，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着力建设一支素质优良、技

艺精湛、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

2023 财年，学校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3934.52 万元，学生人

数 5187 人，年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2.67 万元，其中基本支

出 5557.57 万元，项目支出 8376.94 万元，年生均财政专项经

费 1.61 万元。财政拨款人员经费 5100.57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的 36.60%，预算执行进度超过 90%，教师继续教育培训

11.95 万元。

六、教学工作成效情况

我校是 2021 年新设高职院校，本学年没有毕业生。

学校首次选派 11 个项目参加 2022-2023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

校学生（高职组）专业技能大赛，荣获二等奖 6 项，三等奖 4

项。教师参加第六届全国海峡客家烹饪大赛，荣获特金奖 4 个、

金奖 1 个。

七、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下一步工作举措

（一）机构不健全，师资缺口大。学校机构设置方案、三

定方案尚未批复。人才引进工作开展难度大，尤其是高层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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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引进。师资增长速度赶不上学生人数增加。兼职教师多，

流动性大，对学校办学带来很大问题和困难，不利于学校稳定

发展。下一步，学校将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尽快批复学校“三

定”方案。积极利用梅州市引进急需紧缺人才政策等渠道引进

人才；继续采取公开招聘方式招聘非编专任教师；实施兼职教

师特聘计划，继续聘用高校、企业兼职教师作为师资力量有效

补充。

（二）资金缺口较大。学校建设总投资 109590.2 万元，资

金缺口32188.2万元。学校申报2023年梅州市政府专项债28800

万元，实际到位 2000 万元。学校自有资金结余少、其他资金来

源渠道有限，自行负担招聘非编专任教师、购置图书、设备等

费用面临非常大的难度。下一步，学校将积极争取财政专项资

金支持，推进北校区建设后续加快进度；按照轻重缓急，有序

加大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购置力度和分批实施图书采购计划，推

动建设国家级烹饪专业实训基地、省级汽修、畜牧兽医专业实

训基地、省级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三）学校信息化基础差，底子弱；设备老旧，信息化技

术整体利用率不高。下一步将加强信息化建设整体规划顶层设

计，争取上级支持，多方筹集资金，加大信息化、数字化建设

资金投入，推进学校尽快向数字化转型发展。

（四）虽已正式启动专业群建设工作，但因起点低、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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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需要久久为功善作善成。下一步将按照既定的时间表、路

线图，紧紧把握“乡村振兴战略”和“百千万工程”的历史性

机遇，充分发挥畜牧兽医、烹饪、电子商务专业优势，建设以

乡村振兴为主线的特色专业群；利用“客都”“苏区”这两张

名片，充分发挥学前教育、广告艺术设计、计算机应用技术专

业优势，传播客家文化，弘扬苏区精神，建设以客家文化传播

为主线的特色专业群，力争在 2025 年前进入省级高水平专业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