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佐证材料

4.3 教师研发能力增强，社会服务成效明显

4.3.1 校企共建产业学院

社会服务平台一览表（2017 年--2020 年）

序

号
社会服务平台名称 批准时间 批准部门

1 甘肃省第六十六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 2002 年
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

2 化工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 060 站 2009 年
化学工业职业技能鉴定

指导中心

4 甘肃省精细石化工行业技术中心 2014 年 甘肃省科技厅

5 甘肃省石油化工职教集团 2015 年 甘肃省教育厅

6 甘肃省汽车行业职教集团 2015 年 甘肃省教育厅

7
甘肃省高校创新创业电子商务重点实验

室
2016 年 甘肃省教育厅

8
全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服务基

地
2016 年

电子商务行业指导委员

会

9
全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科赛融通”实验

校
2016 年

电子商务行业指导委员

会

11
甘肃省高校石油化工科技成果转化孵化

工程技术中心
2017 年 甘肃省教育厅

12 产学研科技合作基地 2017 年 兰州市科技局

13 土木工程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2017 年 甘肃省教育厅

14 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学院 2017 年 甘肃省教育厅

15 “实 化”众创空间 2018 年 甘肃省科技厅

17 智能机器人专业化众创空间 2018 年 兰州市科技局

18
石油化工过程工程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

心
2019 年 教育部

19 “1+X”证书试点院校 2019 年 教育部职业教育研究所

20
国家开放大学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办

学点
2019 年 中国化工教育协会

21 陇原工匠培训基地 2019 年 甘肃省总工会

22

国家级生产实训基地（智能制造、化工安

全、自动控制、石油炼制校企共建、煤制

甲醇、煤化工）

2019 年 教育部

25 兰州市科普基地 2020 年 兰州市科协

26 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2020 年 甘肃省科技厅

27 精细化工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2020 年 甘肃省教育厅

28 西固区网络安全教育培训基地 2020 年 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政府

29 甘肃省退役军人省级就业创业孵化基地 2020 年 甘肃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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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师”能力培养的“岗训赛证”四元融合教师发展路径探索与实践

附件：相关文件

图 4.2 技术开发

图 4.3 产教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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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产教融合

3



基于“双师”能力培养的“岗训赛证”四元融合教师发展路径探索与实践

4.3.2 教师横向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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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国际合作办学项目

图 4.5 开展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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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师”能力培养的“岗训赛证”四元融合教师发展路径探索与实践

4.3.4 中文 1+1+1 恒逸石化人才项目

图 4.6 中-文“1+1+1”恒逸石化技术人才联合培养项目

图 4.7 中-文“1+1+1”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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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服务脱贫攻坚

建立了精准招生、精准资助、精准培养、精准就业的长效帮扶机

制，实现了“职教一人，就业一个，脱贫一家”，为甘肃省脱贫攻坚

做出了积极贡献。学校领导两次在国家级扶贫论坛上做典型经验交

流。

图 4.8 教育扶贫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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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师”能力培养的“岗训赛证”四元融合教师发展路径探索与实践

4.3.6 学生近五年就业情况统计

届数 毕业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500 强企业就业率

2022 8025 7780 96.95% 58.05%

2021 4919 4859 98.78% 63.72%

2020 4599 4486 97.54% 64.26%

2019 4347 4166 95.84% 63.13%

2018 4387 4239 96.6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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