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序号 指标 单位 2019 年 2020 年 

1 
毕业生人数 人 3423 3538 

其中：就业人数 人 3016 3263 

2 

毕业生就业去向： —   

A类:留在当地就业人数 人 832 853 

B类:到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就业人数 人 2971 3057 

C类:到中小微企业等基层服务人数 人 2203 2741 

D类:到 500 强企业就业人数 人 176 163 

3 初次就业率  % 88.10 92.23 

4 理工农医类专业相关度 % 69.13 72.05 

5 月收入 元 3473 3581 

6 自主创业比例 % 1.91 1.52 

7 雇主满意度 % 96 94 

8 毕业三年职位晋升比例 % 59.12 59.23 

9 母校满意度 % 95.25 95.36 

 

 

 

 

 

 

 



附件 2 

 

序号 指标 单位 2019 年 2020 年 

1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元/生 9108.62 8249.16 

2 
生均教学及辅助、行政办公用房面

积 
m2/生 14.18 12.17 

3 生均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 个/生 0.31 0.33 

4 
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 元 12159 12022 

其中：年生均财政专项经费 元 4121 4312 

5 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 万元 1627.46 1438.10 

6 年生均校外实训基地实习时间 人时 490.03 301.48 

7 
生均企业实习经费补贴 元 23.94 38.36 

其中：生均财政专项补贴 元   

8 
生均企业实习责任保险补贴 元 1.00 18.06 

其中：生均财政专项补贴 元   

9 

主要办学经费来源（单选）： 

省级（）                    地市级（√） 

行业或企业（）              其他（） 

 

 

 

 

 

 

 

 



 

附件 3     

 

序号 指标 单位 2019 年 2020 年 

1 

教职员工额定编制数 人 675 675 

在岗教职员工总数 人 668 708 

其中：专任教师总数 人 437 529 

2 生师比 — 18.75 19.94 

3 双师素质专任教师比例 % 67.73 61.63 

4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专任教
师比例 

% 20.82 23.82 

5 

企业兼职教师年课时总量 课时 10261 11476 

年支付企业兼职教师课酬 元 669400 1407600 

其中：财政专项补贴 元 50000 50000 

6 

教学计划内课程总数 门 999 1128 

其中：线上开设课程数 门 6 16 

 线上课程课均学生数 人 3500 2940 

7 

教学满意度 
一年级 二年级 

2019 2020 2019 2020 

（1）思想政治课 
调研课次 课次 25 25 25 25 

满意度 % 95.12 95.32 95.45 95.55 

（2）公共基础课（不
含思想政治课） 

调研课次 课次 108 109 108 110 

满意度 % 95.22 95.35 95.17 95.59 

（3）专业课教学 
调研课次 课次 330 347 330 348 

满意度 % 96.79 96.85 95.12 95.68 

 

 

 



附件 4 

 

序

号 
指标 单位 2019 年 2020年 备注 

1 

技术服务到款额 万元 254.07 520.43  

技术服务产生的经济效益 万元  694.6 

为成都八

鱼科技有限公

司创造经济收

益 164.6 万

元、为阆中大

北农农牧食品

有限公司创造

经济收益 530

万元。 

 

2 纵向科研经费到款额 万元 61.30 65.80  

3 技术交易到款额 万元 24.20 32  

4 

非学历培训服务 人日 13908 146712  

其中 

技术技能培训

服务 
人日 4860 3099  

新型职业农民

培训服务 
人日 4260 3205  

退役军人培训

服务 
人日    

基层社会服务

人员培训服务 
人日 600 11468  

非学历培训到款额 万元 184.73 486.54  



附件 5 

 

序号 指标 单位 2019 年 2020 年 备注 

1 国（境）外人员培训量 人日 0 798 
2020年招收 7名国际

生 

2 
专任教师赴国（境）外

指导和开展培训时间 
人日 365 105 

教师教育系何齐老师

赴葡萄牙米尼奥大学

孔子学院任教。 

3 

开发并被国（境）外采

用的专业教学标准数 
个   

 

开发并被国（境）外采

用的课程标准数 
个   

4 
国（境）外技能大赛获

奖数量 
项    

5 国（境）外办学点数量 个    

 

 

 

 

 

 

 

 

 

 

 

 

 

 



附件 6 

 

 

 

 

 

 



附件 7 

 

【案例 1】  政校院合作 艺教训融合 实施“五个一”非遗文化

传承工程 

 为践行文化强国战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精神，提升校园文化软实力，学院实施

“五个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程，形成师徒传承与现代职

业教育相结合的非遗传承人培养模式，丰富传承谱系，履行高职院校

文化传承使命，拓展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新路径，助力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 

“五个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程 

传承载体，“五个一”并举。建立非遗保护与传承学院（内建川

北王皮影、何小锵剪纸、万学竹编、吕家麟蜡染等大师工作室）、非

遗博物馆；院内举办三年制中职木偶与皮影、三年制高职川北灯戏传



习班，招收学员 95 人；编写《南充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论》，在全院

开设非遗文化公选课，以学历教育、班级授课制形式培养非遗传承人。 

三方合作，艺教训融合。政府、省市艺术院团、学院三方合作。

市政府每年为学院提供 380万元非遗传承专项资金支持，市文广新旅

局、四川省大木偶剧院、南充川剧团与学院共同举办非遗传习班。灵

活采用“跟师指导”与“沉浸式教学”，艺术浸润教学与训练过程，

改变非遗传承人家族传统培养模式。  

薪火相传，成效初显。本传承模式相继被中国教育报、新华通

讯社、中国文艺报等媒体报道，引起广泛关注；当前传习班学员正精

心排练，即将亮相

“2020-2021 年第三

届南充国际木偶艺术

周”，与来自全世界

的木偶表演艺术家及

艺术团体开展国际文

化艺术交流；2020年

9月，川北灯戏传习班前往北京中央电视台录制“一鸣惊人”栏目专

题节目；2020年 10月，本传承模式获得四川省第九届大学生艺术展

演活动高校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甲组一等奖；同时川北皮影艺术实

践工作坊获得四川省第九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一等奖，并入选国家

教育部主办的第六届全国大学生艺术节。 



 

《政校院合作 艺教训融合 实施“3351”非遗美育文化传承工程》  

获得美育案例甲组一等奖 

 
《川北皮影艺术实践工作坊》获得一等奖 

  
川北灯戏传习班在中央电视台《一鸣惊人》栏目录制节目 

 

【案例 2】  省级“双师型”名师工作室成效显著 

以四川省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双师型”名师工作室为载体，实现



“老中青”相结合、“传帮带”一体化，骨干教师、教学名师、行业

专家组成的“双师素质”和“双师结构”的成员团队。在团队共同努

力下，2020 学年成果累累：工作室成员论文发表 10 篇，调研报告 4

篇，发明专利 1项，软件著作权 1项，实用新型专利专利 6项，课题

研究 16 项，其中国家级两项，获奖 13 项，其中省部级 10 项。学生

培养质量全方位提升，参加国、省、市技能大赛并取得好的成绩。学

生技能大赛获奖国家级 4项，省级 8项，市级 11项。 

工作室成员积极参与重庆师范大学国培计划中高职衔接专业教

师协同研修授课，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智能控制技术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研讨，广元市（零八一电子集团有限公司）雷达调试场验收，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雷达信号的自相关谱密度分析，成都市天府新区经

济与信息产业局关于成都安世亚太科技有限公司项目验收评审，南充

市十四五创新驱动发展规划研究，与广州艾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共同

研发基于自动切换工作类型的节能功放等活动充分发挥工作室对外

 

名师工作室场地、制度、团队 



交流合作服务及辐射引领活动。 

把工作室建成全天 24 小时开放式实验室，可以通过远程监控，

通过在线视频对学生操作进行指导。 

 

【案例 3】新工科背景下高职机器人专业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对高校来说，新工科首先是指新兴工科专业，也是对传统工科专

业的升级改造，最后实现更新的理念、更好的模式、更高的教育质量。

学院与四川拓格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共建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

在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做了有益探索与实践。2020 年，我校与

四川拓格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在新工科人才培养路径与养模式方面

作了更深入的探索。 

■探索与实践 

从新兴专业到特色学院的内涵完善 

2017 年校企双方以共建、共管、共育、共享的方式，举办工业

引领辐射活动 

 

开放性工作室 

 



机器人技术专业，实施“校企合作、双元互动、协同育人”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伴随探索与实践，2018 年建立拓格机器人二级学院，实

现从共建专业办学到特色学院的突破，2020 年完成了二级学院的内

涵建设，使二级学院运行规范有序。 
 

 

校企共建并完善课程体系 

为突出特色，校企共同进行课程及课程体系改革，将企业培训模

块植入课程体系，组织骨干教师、行业专家、企业技术人员共同开发

技能培训课程 11门，构建基于职业岗位的模块课程体系。2020年度，

继续完善工业机器人专业核心课程内容，向模块化课程体系方向改

革，初步形成活页式教材讲义。 



 

加强条件保障 

2020 年度，获四川省首批“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省级职业教育

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共建教学团队，培养了全国机器人“1+X”培训

专家 1名、考核师和培训师 11人，培训专职教师 10名，企业专家、

技术员 5名驻校授课，形成专兼结合专业教师队伍。共建实训平台，

2019年 10月，建成的省级智能制造生产性实训基地获批认定，2019

年 11月，获批工业机器人应用研发南充市重点实验室，2020年 9月，

四川拓格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又投入 30 万元建成工业机器人离线编

程实训室。 



 

■成果与成效 

本年度，成功申报工业机器人、工业互联网“1+X”证书试点项

目，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有在校生 391人。截止 2020年 12月学生参

加国、省大赛获奖 21项，首届毕业生 76人已进入雷神全域智能装备、

南充中科九微等区域人工智能企业工作。拓格公司成功申报为省产教

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试点入库企业。2020年 7月 25日，四川电视台

科教频道以“教育培训、产教融合”为题作了专题报道。 

对标新工科，校企深度合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专业高质

量发展。 

 

 

 

 

 

 

 

 

 



【案例 4】 打造“212”平台，促进现代农业高水平专业群建设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推进职业学校

和企业联盟、与行业联合、同园区联结。”现代农业专业群打造“212”

平台，构建联结协同机制，聚力促进专业群建设。 

 

  212平台示意图 

联合市农科院、农业企业、农村专合组织，通过校院企合作，建

立南充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学院。以章程为保障，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

院长负责制。构建教育、科研、行业、企业、产业“五方”联结协同

创新平台。 

联合阆中市政府、阆中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通过校地企合

作，建立阆中大北农创业学院。以协议为保障，建立政校企“三元”

同盟，实施现代学徒制“双零”培养模式，学生“零学费”入学（企

业资助）、“零距离”就业（毕业进入大北农），阆中市政府为本籍

学生提供住宿和生活补贴。构建行业、产业、企业、就业“四业”联



动协同育人平台。  

联合市农业农村局、农科院、涉农企业，通过政行院企建立南充

现代农业产教联盟，以章程为保障，建立理事会联席会议制度，构建

联盟协同育人平台。 

联合四川品信饲料有限公司、大北农、四川本味农业等校企共建

畜禽疫病防控与检测、果实品质控制与深加工技术南充市重点实验

室。以协议为保障，形成校企共建共享共育联结机制，构建联合协同

产学研训平台。 

择机联合，多方联动，联结协同，既发挥了专业群的聚集效应，

又聚力促进了专业群建设。“双零”模式，被立为省教改项目。横向

合作 10项，国省市科研立项 40余项，发表论文 80余篇。各类培训

6期，1000余人；咨询服务 120场；病料检测 5200余份。学生获得

国、省级技能大赛奖 3项。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学院第二届理事大会合影 



 

 

 

 

 

 

 

 

 

 

 

 

 

 

 

 

  

  南充市第一批、第三批重点实验室授牌仪式 

 

【案例 5】  平台支撑 产教科融合 畜牧兽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与实践 

畜牧兽医专业紧紧围绕立德树人和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培养目标，组建校政企深度参与的产教教融合利益共同体，

通过搭建产教融合平台，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满

校地企共建“阆中大北农创业学院”签约仪式 



足农业产业发展多样化人才需要，促进畜牧业发展升级。一是学校与

阆中市人民政府、阆中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共建阆中大北农创业

学院，实施基于“3+2”学制分段的现代学徒制“双零”培养模式，

学生“零学费”入学、“零距离”就业。二是依托南充现代农业产教

联盟，与正邦、德康等龙头企业组建嵌入式冠名班，在人才培养方案

中植入企业文化、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新规范，让学生快速融

入社会和企业，实现快速成长成才，满足企业对人才的急需。三是依

托市级重点实验室，与企业合作，围绕养殖生产中的关键共性技术，

联合开展科技攻关，运用科研成果反哺教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依托平台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探索，有效解决了人才培养供

给侧与产业需求侧之间的矛盾，使培养的人才能够下得去、用得上、

留得住。“双零”培养模式被巨星农牧公司成功复制，组建了 2020

级巨星现代学徒制班，也受到省内外兄弟院校的关注，先后有成都农

科职业学院、宣汉职中等院校来校交流学习。同时，《畜牧兽医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在全国畜牧兽医高水平专业群联盟成立

大会上作经验交流，受到参会学校和同仁高度肯定。 

 

          与巨星农牧签订现代学徒制“双零”培养模式合作协议 



 

 

 

王怀禹教授在全国畜牧兽医高水平专业群联盟大会上作经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