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甘肃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推荐书

（2021）

ҝ Ị Қş ṍ ֞ ¯ ἂ¡

ϖ°Ӧ Ӧ ‾ ‾

῾

ҝỊ ҝ ş ¡ ¡ ▲ ¡  ¡

ὸ ¡ ¡ἥ ¡ ᴯ¡

ν¡ᴬ

ҝỊ ҝ֮ ş

Ώ י ᾳ  ş ᵽי

Ώ֮ Қᾭḵ ş

Ώ ῦş 2021 9 1

ҝỊ ֞ ş Ӧ Ӧ

֥ ş ô1 ô9 ô9 ô0 ô2

Ỳş

ϸ Ỳş

Ḹ ‾ Ḹ ἀ ᾀκ



一、 成 果 简 介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时 间

获 奖
种 类

获 奖
等 级

奖金数额
（元）

授 奖
部 门

2021 年

甘肃省创
新创业教
育改革示
范高校

省级 -- 甘肃省教育厅

2016 年
省级众创
空间

省级 500000 甘肃省科技厅

2016 年
武威大学
科技园

厅级 --
武威市人民

政府

2017 年

科学技术
奖：天祝
牧区独立
光伏发电
系统集成
研究

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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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第七届中
国国际
“互联网
＋”大学
生创新创
业大赛等
赛事优秀
组织奖

厅级 -- 甘肃省教育厅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2016 年 01 月
完成：2021 年 08 月

主
题
词

五链融合；以学为本；创新创业

1.成果简介

团队立足地方特色产业对创新型技能人才的需求，充分结合武威地

区区域优势，探索开展高职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研究与实践，

形成了以下成果：

（1）构建“政校园企”四位一体协同育人机制，打造协同链。对接

地方产业发展对创新创业人才的需求，与市属机构、产业园区紧密合作，

依托学院专业教学资源和企业实践平台，构建了面向高职学生的“政校

园企”四位一体协同育人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机制。

（2）构建“进阶式”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打造课程链。面

向产业需求，打通实验实训到创新实践的教学通道，将实践空间延伸到

科技企业，从“基础-提升-应用”3 个步骤对应开设通识课程、专业课

程和创业模拟与实践课程，建成进阶式创新创业课程体系。

（3）搭建“一体两创三通”实践平台，打造平台链。紧密对接武威

市三大特色创业带重点发展“八大产业”目标，搭建了集省级众创空间、

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大学科技园、创青春创业工场和工程技术中心

为一体的高职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育实践训练平台。



（4）组建“多元化”创业服务专家库，打造导师链。通过内部培养、

专业培训培养校内创新创业指导教师，校外聘请自主创业典型、青年企

业家、企业创新能手、社会创新创业团队成员担任创业导师，组建了结

构多元的创新创业服务专家库，为学生提供全方位创新创业指导。

（5）创新“五创融合”的创新创业项目实施策略，打造服务链。以

立德树人为根本，面向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一带一路”、疫情防控

等重点任务，在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中全面融入思政教育、专业教育、科

学教育、劳动教育和美育教育，形成五创融合的项目实施策略。

2.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一是解决了高职院校与地方对接少、创新创业育人机制不健全、协

同体系不完善的问题。进一步明确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对接

各方需求完善体制机制和培养模式，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各级

机构产教学研一体化育人功能，形成创新创业教育合力。

二是解决了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未能紧密对接专业和地方

产业需求的问题。积极从国家战略、产业发展、企业需求等不同层面挖

掘教学内容和实践项目，开展创新创业课程体系改革，构建紧密对接产

业的专创融合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

（2）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一是完善制度体系，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制订完善了《武威职业

学院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 10余项制度，成立了各级创新创业

教育工作委员会，形成以国家政策为指导、相关配套制度健全的制度体

系，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培养创新创业人才。



二是对接培养目标，完善专创融合的育人模式。对接产业链发展需

求，整合资源打造一体化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将“PDCA”理念应用于人

才培养过程，完善以知识传授、能力提升、价值传递为核心的创新创业

育人模式。

三是对接产业需求，打造实践教学体系。贯彻学中做、做中学为一

体的教育理念，兼顾创新、创业两大目标，整合校内外实训资源、科研

平台、企业实践基地打造实践教育基地；通过内部外引、引聘结合全面

强化创新创业师资队伍，指导学生开展创新实践训练，形成多元引导的

实践教学体系。

四是整合社会服务职能，提升创新创业育人实用效能。对接武威市

“高原冷凉”“绿洲水土”“沙漠光热”区域优势产业，面向扶贫产业、

文化产业、红色旅游、新兴农业、数字基建等产业的创新发展需求开展

创新实践，全方位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提高创新创业育人实效。

3.成果的创新点

（1）构建了三段六步九层级的梯度进阶式创新创业课程体系

以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为主线，结合高职人才培养的“基础知识、

专业知识、社会实践”三个阶段，构建以“基础-提升-应用”融合“通

识+专业+实践”的六个教学步骤，教学内容从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基础

课程、创新创业课程到专业核心课程、专创融合课程、职业实践课程，

再到创新创业项目、创新创业大赛、创业模拟实践，形成了梯度进阶式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解决了创新创业类课程体系纵向无层次贯通，

横向无交叉融合的痛点，有效提升课程体系对创新创业教育支撑度。

（2）打通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服务社会需求新路径

在创新创业课程教学内容设置、实践项目遴选过程中，对接地方社



会经济发展和行业企业产业升级需要，融入新工艺、新技术、新策略、

新理念，强化实习实践和工作体验，推动专业服务产业发展技能提升。

在创业项目孵化、大赛项目选拔中，对接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红色旅

游、新兴农业、中医中药、数字产业等重点方向深度挖掘，促进学生熟

悉国情民情、贴进生活、热爱劳动、服务社会的理念养成，有效提升高

职院校服务社会效能。

（3）形成“五链融合、以学为本”的创新创业教育新模式

通过“五链融合”激活了创新创业的“资源、对象、方法”三个核

心要素，促进各类资源进一步优化配置，助推形成各方机构联动、线上

线下一体、产教学研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新模式，体现了“人人皆可才，

人人尽其才”新时代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改革目标，彰显了职业教育作为

类型教育“面向产业办专业、办好专业促产业”的办学理念。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量大面广，学生培养取得丰硕成果

本成果首先在我院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等 5 个专业探索实施，随后

推广到全院所有专业。经过五年实践，累积培养学生 1200 余人，师生获

省级以上创新创业奖项 120 余项，立项省级以上创新创业项目 80余项，

获国家专利授权 159 件，孵化创业企业 8 家，带动就业 70余人，面向退

役军人、社会人员开展创新创业培训 200 人次，学生初次就业率提高

26.35 个百分点，被今日甘肃等媒体的深度宣传报道。

（2）教学相长，青年教师综合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通过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模式改革，学院教师先后主持立项教育厅职

业教育改革研究项目 5 项、创新创业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6 项、科技项目

7 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7 项，40 岁以下青年教师指



导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创新创业比赛实现了全覆盖，40余人获得省级创新

创业导师称号。通过示范带动，2021 年“三创赛”甘肃赛区参赛数量较

2020 年增加 30%，“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甘肃赛区参赛数量

较 2020 年增加了 4 倍，学院连续获得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甘肃赛区优秀

组织奖 5 项，学院获批“甘肃省高等学校创新创业示范高校”。

（3）“五创”融合，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能力增强

培育了一批服务地方特色明显的双创项目。开发了“八步沙研学旅

行”红色之旅公益项目，组织贫困学生研学活动二十余次，受益贫困中

小学生达三百余人。对接天祝县旅游扶贫相关项目，研发“藏区用太阳

能酸奶机”和“基于陀螺仪的便携式温棚控制器”。疫情期间与武威市

大数据中心合作开发了“智慧武威疫情防控实名登记”微信小程序，开

展基于太阳能的“防疫小卫士”项目助力疫情防控，受到了武威市发改

委、科技局、人社局等单位的高度肯定。



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一完成人
姓 名

颜鲁薪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84 年 9 月
最 后
学 历

硕士

参 加 工
作 时 间

2005 年 07 月 教 龄 16

专业技术
职 称

副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创新创业中心
主任

工作单位 武威职业学院
联 系
电 话

18993563344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大学生创新创业
教育

电 子
信 箱

115927925@qq.com

通讯地址
武威市凉州区皇
台路 102 号

邮 政
编 码

733000

何时何地受何种
地 何专 作 专何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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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贡

献

一、作为该项目的负责人，全面负责该项目的整体设计、

规划、制定研究方案、组织实施。

二、主持完成了“立足地方、五链融合、以学为本”高职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模式构建与实施。

三、带领团队组织获得了多项荣誉，包括西北四省区大学

生就业创业大赛优秀组织奖、高职院校创新创业示范校等称

号。

四、作为教师指导学生立项国家级大创项目 2项，省级大

创项目 3项，获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国赛铜

奖 1项，省赛金奖 2项，银奖 2项，铜奖 3项，完成创新创业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1项，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3项，

教育厅科技项目 2项。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 2 )完成人
姓 名

张世亮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83 年 12 月 最后学历 硕士

参 加 工
作 时 间

2006 年 8 月 教龄 15 年

专业技术
职 称

讲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教务处副处长

工作单位 武威职业学院 联系电话 18993563992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职业教育教学
管理

电子信箱 1720706583@qq.com

通讯地址
武威市凉州区
皇台路 102 号

邮政编码 733000

何时何地受何种
地厅级及以上奖励

1.2019 年 6 月，2019 年第十二届“挑战杯”

甘肃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优秀指导

教师；

2.2021 年 5 月，2021 年全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省级先进工作者。

主

要

贡

献

一、主持完成专创融合构建梯度进阶式课程体系构建。

二、参与完成“五创融合”的项目评价方法的构建。

三、以指导教师身份指导学生实践“立足地方、五链融

合、以学为本”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 3 )完成人
姓 名

张开礼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9 年 4 月 最后学历 大学本科

参 加 工
作 时 间

1996 年 9 月 教龄 25 年

专业技术
职 称

副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副院长

工作单位 武威职业学院 联系电话 18993533385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职业教育教学
管理

电子信箱 552341616@QQ.com

通讯地址
武威市凉州区
皇台路 102 号

邮政编码 733000

何时何地受何种
地厅级及以上奖励

2021 年 5 月获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主

要

贡

献

一、主持完成“四位一体”协同育人机制构建。

二、主持完成“五创融合”的项目评价方法的构建。

三、以指导教师身份指导学生实践“立足地方、五链融

合、以学为本”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4)完成人
姓 名

孟建文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86 年 3 月 最后学历 硕士研究生

参 加 工
作 时 间

2010 年 7 月 教龄 5

专业技术
职 称

讲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无

工作单位 武威职业学院 联系电话 13893225460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大学生创新创业
实践教学

电子信箱 495297267@qq.com

通讯地址
武威市凉州区皇
台路 102 号

邮政编码 733000

何时何地受何种
地厅级及以上奖

励

1.2020 年 6 月，获教育厅甘肃省首届高等

院校就业创业课程案例设计大赛一等；

2.2020 年 9 月，《工民建筑施工技术》认

定为省级在线精品课程的课程；

3.2018 年 12 月，获甘肃省高校“不忘初心

跟党走牢记使命勇担当”主题征文大赛二等奖；

4.2021 年 9 月，获甘肃省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教学能力比赛高职专业课程一组二等奖。

主

要

贡

献

一、主持完成“一体两创三通”实践平台的搭建。

二、主持完成“五创融合”的项目评价方法的构建。

三、以指导教师身份指导学生实践“立足地方、五链融

合、以学为本”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5)完成人
姓 名

王慧敏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83 年 11 月 最后学历 大学本科

参 加 工
作 时 间

2006 年 6 月 教龄 15 年

专业技术
职 称

讲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无

工作单位 武威职业学院 联系电话 18993563392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大学生创新创业实
践教学

电子信箱 63961001@qq.com

通讯地址
武威市凉州区西关
街皇台路 102 号

邮政编码 733000

何时何地受何
种

地厅级及以上
奖励

1.2019 年 10 月，第十二届"挑战杯"甘肃省大
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大赛一等奖优秀指导教师；

2.2020 年 9 月，2020 年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教学能力比赛高职组专业课程一组三等奖；

3.2020 年 11 月，第十二届"挑战杯"甘肃省大
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银奖 优秀指导教师；

4.2020 年 12 月，首届甘肃省高校大学生就业
创业大赛暨首届西北四省区大学生就业创业大赛省
赛一等奖优秀指导教师。

主

要

贡

献

一、协同完成“四位一体”协同育人机制构建。

二、协同完成“五创融合”的项目评价方法的构建。

三、从专业出发，以指导教师身份指导学生实践“立足

地方、五链融合、以学为本”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6)完成人
姓 名

赵晓山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85 年 6 月 最后学历 大学本科

参 加 工
作 时 间

2009 年 12 月 教龄 13

专业技术
职 称

讲师二级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工作单位 武威职业学院 联系电话 18993563633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大学生美育实
践教学

电子信箱 309286567@qq.com

通讯地址
武威市凉州区
西关街皇台路

102 号
邮政编码 733000

何时何地受何种
地厅级及以上奖励

1.2018 年甘肃省“不忘初心更党走、牢记
使命勇担当”主题作品展书法一等奖；

2.2019 年甘肃省职业院校教师技能大赛
二等奖；

3.2020 年甘肃省职业院校文化创意设计
大赛三等奖；

4.2021 年甘肃省首届高校 IP 文旅大赛三
等奖。

主

要

贡

献

一、协同完成“一体两创三通”实践平台的搭建。

二、协同完成“五创融合”的项目评价方法的构建。

三、立足创新创业，以指导教师身份指导学生实践“立

足地方、五链融合、以学为本”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四、作为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获得文化创新创业方面省级

奖励 2项。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7)完成人
姓 名

侯卿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83 年 12 月 最后学历 大学本科

参 加 工
作 时 间

2006 年 7 月 教龄 15 年

专业技术
职 称

讲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无

工作单位 武威职业学院 联系电话 18993563238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大学生思政实践教学 电子信箱 824294649@qq.com

通讯地址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
西关街皇台路 102 号

邮政编码 733000

何时何地受何
种

地厅级及以上
奖励

1.2016 年获得省教育厅级教学成果奖；

2.2021 年获得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先进工作

者；

3.2021 年获得武威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先

进工作者。

主

要

贡

献

一、作为该项目团队成员，协同负责人对项目做整体设

计、规划、制定研究方案、组织实施等工作。

二、协同主持人完成了“立足地方、五链融合、以学为

本”高职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模式构建与实施中思政元

素的融入。

三、带领学生团队组织获得了双新创业多项荣誉，包括

甘肃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

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甘肃赛区、第七届中

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甘肃省分赛优秀指导

教师荣誉称号。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8)完成人
姓 名

李强栋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84 年 9 月 最后学历 硕士研究生

参 加 工
作 时 间

2012 年 3 月 教龄 10

专业技术
职 称

讲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无

工作单位 武威职业学院 联系电话 09356975109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
教学

电子信箱 gsliqd@163.com

通讯地址 武威职业学院 邮政编码 733000

何时何地受
何种

地厅级及以
上奖励

1.2021 年 8 月，获甘肃省首届高校区块链技术

应用人才就业创业大赛三等奖：

2.2019 年 3 月，获甘肃省大中专学生“三下乡”

暑假社会实践活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3.2019 年 3 月，指导学生参加 2019 年甘肃省“挑

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得二等奖；

4.2019 年 3 月，指导学生参加 2019 年甘肃省“挑

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得三等奖；

5.2019 年 4 月，指导学生参加甘肃省职业院校

学生技能大赛获得二等奖；

主

要

贡

献

一、协同完成“五创融合”的项目评价方法的构建。

二、立足创新创业，以指导教师身份指导学生实践“立

足地方、五链融合、以学为本”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三、作为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获得创新创业比赛省级奖励 3

项。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9)完成人
姓 名

刘文宝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83 年 7 月 最后学历 大学本科

参 加 工
作 时 间

2007 年 10 月 教龄 14

专业技术
职 称

高校讲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武威职业学院计
划财务处副处长

工作单位 武威职业学院 联系电话 18993563508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м ẫ 电子信箱 84787528@qq.com

通讯地址
武威市凉州区西关
街皇台路 102 号

邮政编码 733000

何时何地受何
种

地厅级及以上
奖励

1.2019 年 6 月，指导学生获第十一届全国大

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 甘肃

赛区省级选拔赛三等奖；

2.2019 年 7 月，指导学生获第七届中国国际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甘肃省分赛金奖。

主

要

贡

献

一、协同完成“一体两创三通”实践平台的搭建。

二、协同完成“五创融合”的项目评价方法的构建。

三、立足创新创业，以任课教师身份承担学生“立足地

方、五链融合、以学为本”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授课。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10)完成人
姓 名

董鹏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82 年 9 月 最后学历 本科，公共管理硕士

参 加 工
作 时 间

2008 年 10 月 教龄 13 年

专业技术
职 称

讲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招生就业处副处长

工作单位 武威职业学院 联系电话 18993561166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大学生就业创业 电子信箱 35365388@qq.com

通讯地址
凉州区皇台路

102 号
邮政编码 733000

何时何地受何种
地厅级及以上奖

励

1.2019 年 8 月，被甘肃省人社厅、甘肃省

教育厅评为“甘肃省教育考试招生工作先进工作

者”；

2.2020 年 6 月，获得“甘肃省首届高等院

校就业创业课程案例设计大赛”二等奖；

3.2020 年 7 月，指导学生获得第五届中国

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甘肃赛区

银奖、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甘肃赛区铜奖、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甘肃赛区银奖；第十

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甘

肃赛区省级选拔赛二等奖；

4.2021 年 3 月，《飞鸽传喜报 攻坚奔小康》

作品在《关于甘肃省第四届“践行社会主义以核

心价值观脱贫攻坚奔小康”主题微电影视频大

赛》该作品荣获三等奖；



主

要

贡

献

一、协同完成“四位一体”协同育人机制构建。

二、协同完成“五创融合”的项目评价方法的构建。

三、从专业出发，以指导教师身份指导学生实践“立足

地方、五链融合、以学为本”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四、作为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在第五、六、七届中国国

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第十届全国大学生电子

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甘肃赛区获得奖励。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三、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一完成
单位名称

武威职业学院 主管部门 武威市人民政府

联 系 人 徐永生 联系电话 0935-6975177

传 真 0935-6975126 电子信箱 275646509@QQ.com

通讯地址 武威市皇台路 102 号 邮政编码 733000

主

要

贡

献

（1）构建“政校园企”四位一体协同育人机制，打造协同链。

对接地方产业发展对创新创业人才的需求，与市属机构、产业园区紧

密合作，依托学院专业教学资源和企业实践平台，构建了面向高职学

生的“政校园企”四位一体协同育人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机制。

（2）构建“进阶式”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打造课程链。

面向产业需求，打通实验实训到创新实践的教学通道，将实践空间延

伸到科技企业，从“基础-提升-应用”3个步骤对应开设通识课程、

专业课程和创业模拟与实践课程，建成进阶式创新创业课程体系。

（3）搭建“一体两创三通”实践平台，打造平台链。紧密对接

武威市三大特色创业带重点发展“八大产业”目标，搭建了集省级众

创空间、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大学科技园、创青春创业工场和工

程技术中心为一体的高职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育实践训练平台。

（4）组建“多元化”创业服务专家库，打造导师链。通过内部

培养、专业培训培养校内创新创业指导教师，校外聘请自主创业典型、

青年企业家、企业创新能手、社会创新创业团队成员担任创业导师，

组建了结构多元的创新创业服务专家库，为学生提供全方位创新创业

指导。

（5）创新“五创融合”的创新创业项目实施策略，打造服务链。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面向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一带一路”、疫情

防控等重点任务，在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中全面融入思政教育、专业教

育、科学教育、劳动教育和美育教育，形成五创融合的项目实施策略。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四、推荐、评审意见

推

荐

意

见
院校（公章）/市（州）教育局（公章）/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年 月 日

评

审

意

见 甘肃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主任

签字：

年 月 日

审

定

意

见
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甘肃省教育厅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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