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项目建设进展表

建设项目 原有基础 预期目标及验收要点
完成情况（含完成百分比）

取得的标志性成果

1.1.1坚定理想信念，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党建制度不完备，
理论学习不深入，
宗旨意识不强，
党员政治敏锐和
政治鉴别力有待
提高。

预期目标：
全面贯彻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
长负责制。扎实推进“两学一
做”常态化开展，加强理想信
念教育。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
学院教学育人的全过程。
验收要点：
1.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2.《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会议记录
3.各系党政联席会议制度
4.“党员示范课”相关记录
5.“两优一先”的激励机制
6.“两学一做”相关记录
7.民主集中制制度：党委会议
议事决策制度、院长办公会议
事决策制度报主管部门备案
8.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
9.“党员示范课”相关记录

切实加强党对学院的领导，

深入推进基层党组织标准

化建设，着力提升学院基

层党建工作水平。突出抓

好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

负责制这一关键环节，坚

持强化党委的领导地位，

充分发挥党委领导下的院

长负责制的制度优势，正

确处理好党委领导与院长

负责的关系，把工作做实、

做亮、做出彩。推动党建

工作与业务经营一体化发

展，补齐短板，推动党建、

业务互促共建。完成率

100%。

1.2018省直优秀先

进基层党组织

2.2019年文化系统

基层优秀党支部 2

个

3.2018年、

2019、2020年省直

文明单位

1.1以理想信念教育

为核心，为立德树人

提供根本保障

1.1.2创新思政理论
教育体系

原有制度已经不

再适应学院发展

需要。

预期目标：
构建全院大思政教育格局，初
步建立专业课程思政体系，形
成完善的学生素质考评体系
验收要点：
1.思政联席会议制度

完成思政联席会议制度制
定，大学生思政教育育人
框架体系和质量体系，
“专业课程思政”教研活
动。制定完善报告会等报
备制度。完成率 100%。



2.大学生思政教育育人框架体
系和质量体系
3.“专业课程思政”教研活动
4.思政教育标准化考核评价制
度
5.落实执行报告会等报备工作
6.专业课程思政体系
7.学生素质认证管理办法和实
施细则
8.进一步完善报告会等报备制
度
9.专业课程思政体系运行相关
记录

1.1.3充实强化思政

队伍建设

思政师资队伍数

量稳定性欠缺。

预期目标：
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推进
师德建设常态化、法治化；建
立健全“双培养”制度，形成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
验收要点：
1.专业系部艺术创作成果
2.党员干部培训、师德师风教
育培训相关资料
3.专业系部艺术创作 1-2部
4.试行师德考核负面清单和教
师个人信用记录
5.32学时/年党员教师培训记
录
6.“双培养”制度执行记录
7.思政教师队伍一览表
8.专业系部艺术创作 1-2部
9.完成年度党员干部和师德师
风教育培训
10.“双培养”制度初见成效
11.3个师德师风建设工程的典

完成专业系部艺术创作成
果，党员干部培训、师德
师风教育培训。完成
70%。

1.构建“党建”
+“四有”好教师
机制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
2.专业系部艺术创
作 1-2部
3.3个师德师风建
设工程的典型案例



型案例

1.2.1开展丰富多彩

的校园文化活动

校园文化建设载

体单一

预期目标：
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探索不同环节上的育人功能；
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融入到学校建设的各个环节。

验收要点：
1.2018年、2019年春季师生
运动会
2.2018年、2019年秋季校园
文化艺术节相关记录
3.艺苑文华、唯美颂社团、
《流星雨》、爱拍摄等厅级优
秀文化品牌活动相关记录

推动学校群众性体育活动
的开展，培养学生奋发向
上、遵守纪律、集体主义
和荣誉感等品质，振奋师
生精神，活跃学校生活。
完成率 100%

艺苑文华、唯美颂

社团、《流星雨》、

爱拍摄等厅级优秀

文化品牌
1.2以文化人，以文

育人，加强校园文化

建设

1.2.2坚定文化自信，

继承和传播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缺乏结合当代中
国文化发展创新
时代，传承与弘
扬创新能力相对
较弱。

预期目标：
加强文化素质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的制度建设
验收要点：

1.大师或工匠等高技能人才引
进记录
2.非遗传承人兼职授课记录
3.增设大师工作室 1个

将山西“非遗”项目——
民歌、戏曲、美术等带进
课堂，在课程的教学中，
以现代师徒制传承技艺方
式，按照行业标准规范，
向学生传授技艺。完成率
100%。

3个工作室

1.3创新教育教学方

式和途径，促进学生

全面可持续发展

1.3.1建立校企人才

双向交流机制

企业与学院双向

交流不足。

预期目标：
以学生为本，通过不同方式和
途径，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验收要点：
1.校企人才双向交流制度
2.校企人才双向交流实施细则

校企共同研制人才培养方

案，及时将企业人才需求

纳入专业标准和教学内容。

专业办学坚持产教融合，

以企业培训为抓手，与企

业保持常年合作。不断的

将企业项目按教学规律深

——



度加工，转换为课程，即

用于企业培训，也用于学

生教学。同时，企业师傅

参与学生的教学过程，以

考证为依托，使学生全程

接触企业的工作场景。完

成率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