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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贸易学院党委严格落实校党委部署要求，以政治建设为

统领，聚焦主业主责，对标争先构筑“三全育人”工作机制，大力推

进全省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建设。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

着力打造“12310”党建思政工作体系，通过唱响1个“党旗领航”主

旋律，扎实推动“四驱动”和“红色1+1+1”行动2个党建工作模式，着

力打造党建文化、家国文化、经贸精神3个文化品牌，把构建“10大

育人体系”目标落到实处，彰显了党建引领合力育人的新成效。

渊一冤坚持唱响1个野党旗领航冶主旋律袁
逐步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力和向心力遥

学院党委紧扣学院工作实际，突出党委政治核心作用，连续举

办六届“党旗领航”系列活动。通过每届一个主题，打基础、抓重点、

找特色、建品牌，逐年推动、久久为功。2020年—2021年，学院党委

根据校党委部署要求，在以往五届“党旗领航”系列活动基础上，紧

密围绕校党委制定的《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加强学校基层党组织

建设的实施意见》，认真落实校党委、二级党组织、党支部、党小组、

党员“五级联创”长效机制建设要求，唱响“党旗领航坚守立德树人

初心，培根铸魂勇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主旋律，在打造党员

示范岗工程、建设支部创新模式、推动育人平台建设方面取得了一

系列新成效。

渊二冤扎实推动2个党建工作模式袁不断
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遥

1尧野四驱动冶融合党建工作模式

学院党委在打通内部机制上做文章，聚焦“党建+”，创新党建

融合发展模式，丰富党建工作形式。2018年起，先后推动“1+9+X”

党员示范岗工程、“1+8+N”党支部工作模式创新工程以及教师党

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在此基础上，2019年，学院党委进

一步提出构建“四驱动”融合党建工作模式，包括：“党建+学科专业

+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党建+双语教学+理论学习+人才培养”、

“党建+创新创业+文化建设+人才培养”、“党建+创新创业+产教

融合+人才培养”、“党建+学风建设+创新创业+育人”、“党建+理

论学习+志愿服务+育人”、“党建+学风建设+廉洁诚信+育人”、

“党建+专业实践+就业+育人”，通过突出党建引领，强化深入融

合，进一步形成机制灵活、渠道丰富的育人新模式。2020年学院学

生68人次在创新创业、学科技能竞赛等各类比赛中获奖；年度承办

省级赛事3项；学生在电子商务“三创赛”中，夺得全国特等奖1项，

并获省赛“优秀组织奖”；在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总决赛中获

得一等奖；在“互联网+”大赛中，获得省赛红旅赛道铜奖和“十佳人

气奖”；1位学生荣获福建省大学生“创业之星”。

2尧野红色1+1+1冶行动

学院党委在强化内外联动上做文章，持续推进“红色1+1+1”

行动。2020年10月，2017级经济学1班党支部、福建高新区经济发展

局党支部和福建锐智时代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签订政、校、企

三维党建共建协议；2020年10月，教工第三党支部、学生第一党支

部与教务处党支部签订党支部共建协议；2020年12月，经济贸易学

院党委和闽江学院海洋学院党委签订结对共建协议。通过加强院

地合作、院企合作、校内合作，推动学院党委和所属师生支部与地

方基层党组织、与企业党支部、与校内党支部结对共建，形成“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融合党建格局。

渊三冤着力打造3个文化品牌袁持续夯实
基层党组织协同育人合力遥

1尧党建文化要要要野党旗领航冶系列活动

学院已连续举办六届“党旗领航”系列活动，学院党委坚持以

“党旗领航”党建工作品牌建设为抓手，凝聚不忘初心、忠诚担当的

红色力量，点燃“红色引擎”，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推动学院高质量

发展。通过结合学院中心工作设置红色讲坛、红色堡垒、红色引擎、

红色基因教育、红色力量等板块，高扬红色旗帜，唱响红色主旋律，

擦亮学院教育事业发展的“红色底色”，营造了二级学院浓厚的党

建氛围和扎实的育人环境。

2尧家国文化要要要野家窑天下冶文化艺术节

学院已连续举办十六届“家·天下”文化艺术节，把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融入到立德树人的教育实践中，持续引导广大师生增

强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文化基因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让广大师生成为有家国情怀的爱国者、修身立德的示

范者、先进文化的传播者。

3尧经贸精神要要要团结拼搏尧传承创新尧勇攀高峰

经济贸易学院连续十一年荣获校田径运动会冠军，书写了“十

一连冠”的蓝色传奇，凝聚成为“团结拼搏、传承创新、勇攀高峰”的

经贸精神。学院党委将经贸精神贯穿于教育教学各个环节，激发全

院师生奋发图强，努力拼搏，共创经贸学院美好明天。

通过以上工作举措，学院紧密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学

院学生特点，全力构建“10大育人体系”，在“课程育人”、“实践育

人”和“文化育人”等方面成效显著，形成亮点和特色。

学院党委把落实“12310”党建思政工作体系建设落到支部、

落到党员，学院“标杆院系”、“样板支部”建设上不断取得新的突

破。2019年3月，经济贸易学院党委获批福建省党建工作“标杆院

系”培育创建单位，3个党支部获批全省党建工作“样板党支部”培

育创建单位；2020年1月，教工第一党支部获批全国党建工作“样

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2020年11月，教工第一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获批全省第二批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培育建

设单位；教工第一党支部书记刘名远教授获评“全省优秀教师”；

学院“标杆院系”、“样板支部”建设成果获《福建日报》等媒体报

道。学院党委持续推进一流专业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2021

年，教工第一党支部所在的经济学系经济学专业入选省级一流专

业建设点。学科专业布局持续优化，扎牢人才培养质量根基，2020

年，4门课程获得第三批福建省终身教育重点项目立项，3门课程

被认定为省级一流本科课程，跨境电商数据运营获教育部1+X证

书试点项目立项，3个案例获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典型案例推荐

资格。

【喜迎党代会 共谋新发展】

抓龙头 促创新 增活力
要要要学校第一次党代会以来学科建设和科研工作纪实

党旗领航 聚焦主业 对标争先
要要要学校第一次党代会以来经济贸易学院党建工作纪实

经济贸易学院第六届野党旗领航冶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野党旗领航手冶在学生返校疫情防控的第一线

红色野1+1+1冶行动院政尧校尧企共建三方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

政尧校尧企三维党建共建签约仪式

开展野1+N党建引领窑促产学研深度融合冶座谈交流会

经济贸易学院党委和闽江学院海洋学院党委签订结对共建协议

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科研创新能力是兴校强

校的动力源泉。2013年第一次党代会以来，学校按照建设特色鲜明示

范引领的区域一流应用型本科大学的目标要求，以学科建设为“龙

头”，遵循“以提升科研创新能力为核心，以密切结合地方经济建设为

特色，以平台建设、科研立项和产学研合作为切入点”的科研工作理

念，以问题为导向，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抢抓机遇，不断强化

应用研究，致力创新打造亮点，在学科结构布局、平台建设、团队建

设、科研立项、服务社会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学科建设与科研工

作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符合度及其对学校办学定位的支撑

度、对人才培养的贡献度都得到了有效提升，正不断增加活力。

学科发展呈现新布局

学校充分挖掘行业办学优势，在传承中创新，提出“做强经管法

传统学科，做优绿色智能工程学科，做特服务产业新兴学科，实现多

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定位，获批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法学、土木

工程4个省级重点学科，省级高校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培育）———

环保节能型混凝土材料与结构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工商管理、法学、

土木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4个省级应用型学科，建设应用经济学、公

共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工业工程 、外国语言文学 、戏剧与

影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7个校级学科，不断完善学科布局。进一步发

挥经管法传统学科优势与特色，瞄准区域经济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联动绿色智能新兴工科，积极主动对接和融入地方的产业

链、创新链和人才链，努力成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摇篮，成为地方发

展的智库和创新源，成为行业和区域技术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一员。

制度改革构建新格局

以制度顶层设计为抓手，以国家政策为依据，不断深化科研机制

改革，强化制度设计，优化科研组织结构，创新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适应新时代的科研管理政策体系，营造良好的科研生态环

境。第一次党代会以来，制订修订《福建江夏学院学科建设管理办法》

《福建江夏学院科研机构建设与管理办法》《福建江夏学院决策咨询

类科研成果认定细则》等文件20多项，深化科研放管服改革，充分释

放政策红利。

出版《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读本》，加强科研诚信和学风建设，健

全学风建设组织机构。积极开展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活动，

大力宣传学风建设优秀个人和团队的先进事迹。加大对学术不端行

为的查处力度。构建教育引导、制度规范、监督约束、惩防结合、标本

兼治的学风建设工作体系，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建立完善学风

建设的长效机制。

平台建设推进展新貌

以科研创新平台建设为抓手，面向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需求，主动

对接福建省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强化优势，突出特色，有效汇聚人才、

团队、资金等各种创新资源，着力推进科研创新，积极组建学术造诣

深、科研能力强、结构合理的高水平科研创新团队，构建资源配置优、

创新能力强、服务水平高、运转能力好的科研创新平台体系，大力倡

导面向未来、跨专业、跨学科的科学研究，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培育建

设具有高度适应性的交叉学科研究基地。第一次党代会以来，新增省

级科研平台19个，实现了科研平台的跨越式发展。其中2个省级协同

创新中心（环保节能型高性能混凝土协同创新中心、福建省数字金融

协同创新中心）；1个省级智库（海法与自贸港区建设促进中心）；2 个

省级社科研究基地（财务与会计研究中心、金融风险管理研究中心）；

2个省级重点实验室（福建省金融科技创新重点实验室、数字福建智

能家居信息采集及处理物联网实验室）；1个钙钛矿绿色应用高校重

点实验室；1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筑废弃物再生利用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2个省高校工程研究中心（新型高性能混凝土材料与结

构福建省高校工程研究中心、有机光电子福建省高校工程研究中

心）；1个福建省地方立法评估与咨询服务基地；6个省高校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基地（地方立法咨询与创新研究中心、现代生活服务发展研

究中心、现代商贸经济研究中心、跨媒介设计研究中心、青少年事务

研究中心、教育法律事务研究中心）；1个服务制造公共服务平台（福

建省个性化定制服务型制造公共服务平台）。入选首批省政府发展研

究中心智库成员单位。与省有关政府部门和企业合作共建信访工作

理论与实践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院、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研究院等一

批特色新型智库。获批“绿色高性能混凝土材料与结构”“能源型钙钛

矿材料与器件”省级科技创新团队2个。

科研立项取得新突破

以创新体系建设为重点，以人才队伍培育为关键，全面优化过程

服务，不断提升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研究能力。第一次党代会以来，

新增省级及以上科研项目326项，其中，国家级项目25项，省部级项目

301项，实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的零突破。2013年以来，获

批福建省杰出科技人才1人、福建省科技创新领军人才1人、获批省教

育厅“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培育计

划”24人。

成果创新结出新硕果

学校鼓励高水平科研成果产出，根据科研发展实际制定科研奖

励及职称评聘政策，激发了广大教师科研积极性，实现了科研成果数

量和质量双提升。第一次党代会以来，围绕国家和福建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大需求和关键技术，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前沿技术开发，

不断提升原始创新水平。科学研究工作发展良好，科研获奖及高水平

研究成果都取得了一定成绩。获省级以上科研奖励21项，其中国家科

学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1项、商务部成果奖三等奖1项、省科技进步奖4项、省社科成果奖8项、

其他省部级奖6项。共发表核心以上高水平科研论文840篇，出版学术

专著75部，省级以上决策咨询类科研成果24件。

社会服务取得新成效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新发展理念为核心，学校紧紧围绕福建

省发展战略，找准学校发展进程中与区域协调发展重大战略的契合

点，整合学校资源，突出特色，着力提升智库服务、平台建设、人才培

养等政产学研合作水平，主动担当服务社会的使命。主动与政府、行

业、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完善合作共建与融合发展机制。与福建

省信访局、福建省人民政府信访局共建信访工作理论与实践研究

院；与福建省农信联社共建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研究院等，，为当地政

府经济发展提供决策咨询与建议。多份政策咨询报告被中共中央办

公厅、福建省委省政府等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采纳，获中央和省部

级领导的肯定性批示。积极开展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加

快学校智力资源和地方产业资源的融合。大力推进横向课题研究与

开发，签订横向科研项目570项；专利授权135项；科研经费达到

17718.616万元。特别在建筑新材料、人工智能与物联网技术等方面

实现关键技术突破，有些填补了国内空白，为企业产品升级和技术

改造做出了重要贡献。

学术交流呈现新气象

在加强学术交流、引入高层次报告上下功夫，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鼓励教师“走出去”，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了解学术前沿问题和

科研动态；通过主办学术会议、学术论坛和讲座等形式，积极邀请相

关专家、学者“走进来”，讲授前沿理论，交流科研成果，持续扩大学

校影响力。共举办学术会议、论坛45场次，邀请专家举办学术讲座

321场次，通过多种学术交流形式浓郁校园学术氛围，提升学术文化

与学风建设水平，大力促进学校与其他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间的

联系与合作。

“十四五”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第一个五年，学校正处于有利于发展的机遇

期、大有作为的奋发期，我们将努力把握科技发展大势，坚持“四个面

向”，抢抓机遇，加快落实改革举措，按照学校第二次党代会的决策部

署，在攀登科研创新高峰的路上，博学于文、修身以德，全面提升学校

科研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为建设特色鲜明示范引领的区域一流应

用型本科大学贡献科技力量! 渊科研处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