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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地处北国江城

吉林市。学院的前身为“吉林有色金属工业学

校”，由原国家冶金工业部创办，现为省属公办全

日制高职院校，是全国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教育

“走出去”首批试点院校。

岁月更迭中，她催开满园桃李；新时代新征

程里，她薪火相传。六十年时光轮转，六十载春

华秋实。学院经历了“艰苦创建塑雏形”“稳步发

展谋振兴”“转型发展成规模”“内涵发展强实力”

四个阶段。兴建、升格、发展、壮大，始终与国家

快速发展的不同时期同频共振，发挥不可替代的

作用，当仁不让地创造了一个个辉煌业绩，抓铁

有痕地留下了一串串难忘印记。

把这些如珍珠般的故事串联起来，就是学校

一部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创业史，一部别开生

面、荡气回肠的发展史，一部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的奋斗史……

六秩奋斗，自强不息。学校从白手起家的举

步维艰到升格高职的迅猛发展，从国家级重点中

专到我省首批示范高职院校，再到如今向建设职

业技术大学目标的加快挺进，每一个脚印都坚实

厚重，每一次成长都步履铿锵，赓续开拓者理想，

构筑创新发展脉络。

往事历历在目，奋斗记忆如新。一枝一叶都

是今天的宝贵财富，一点一滴都是明天的发展基

石。抚今追昔,心绪涌动；昂首远眺，天地广阔。

新时代新征程上，学校教职员工必将赓续传统，

踔厉奋发，一丝不苟地加倍努力，去缔造巍巍学

府之辉煌，奉献民族复兴之华章！

““黄金学校黄金学校””岁月流金岁月流金

时下，近59万平方米的两个校区内，绿意

盎然、生机勃勃。漫步在诗情画意的校园，老教

师邹本祥自豪地介绍，目前，学校正在兴建新校

区，新校区建成后，相当于3个现在的校园那么

大。回想起建校之初的沧桑过往，邹老师感慨不

已——学校始建于1964年，时称“吉林有色金属

工业学校”，后又名“中国黄金矿产公司吉林中等

技术学校”（简称“黄金学校”），1970年更名为

“吉林冶金工业学校”，2002年升格为高等职业

技术学院。

20世纪70年代，根据我省冶金工业建设人

才需求，学校设立采矿、选矿、炼钢等7个专业。

从1981年起，学校扩大招生范围，省内招生

拓展为全国招生，服务对象涉及全国冶金企事业

单位。招生省份涵盖湖南、山东、山西、辽宁、内

蒙古五省，跨省招生扩大了学校知名度，成为学

校发展中的重要标志。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学校进

入振兴发展阶段。截至1989年底，学校已进入

国家和吉林省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先进行列。

1989年至1994年，学校先后获得冶金部办

学水平评估“一类学校”，名列吉林省“重点中专

学校”和“国家重点中专学校”。学校骨干专业已

达到省内一流，个别专业达到国家一流。

2002年1月，吉林冶金工业学校改建为吉林

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这标志着学校办学迈上

新起点，进入转型发展阶段，开启学校二次创

业。2005年12月，学院在全国高职高专院校人

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中，成为我省首家高职高专

评估“优秀学校”；2006年2月，学院被省政府授

予“吉林省职业教育先进单位”称号；2007年11

月，学院被确定为省首批重点建设示范性高职院

校……一年一个脚印。

2003年投资27.1万元，学校建成了国内先

进、省内唯一的电气智能公共平台实验室；2005

年，学校建设国家级电工电子及自动化技术示范

性实训基地和国家级计算机及软件技能型紧缺

人才培养基地，并建成高频电子技术实验室等

20多个实验室；同年，电工电子及电气自动化技

术实训基地被确认为国家级示范实训基地。

2017年后，学校进入内涵发展时期。在新一

届领导班子带领下，学校立足新时代，聚焦新发展，

扎实发展，着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推进学校

事业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邹本祥老师说，他

在校50年，见证了学校的成长和发展。目前，我省

冶金行业人才匮乏，学院领导高瞻远瞩、顶层设计，

重新成立了冶金学院。 此举为服务地方经济，培

养人才、留住人才打下良好基础。教务处宋立伟介

绍，目前，一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正在建设

中，伴随着新校区建成，即将投入使用。

以质立校以质立校 精技强能精技强能

“学校的核心竞争力要靠什么体现？”学校负

责人多次对全校师生表示：“要靠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育人机制，不

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学校秉承“尚德励志 精技强能”校训，遵循

“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的办学理念，致

力于培养满足社会需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向着“特色鲜明、国内一

流”的高水平职业技术大学阔步前行。

紧扣时代脉搏，加强顶层设计。副院长张晓

娟说，现在是数字化时代，学校要做信息+和人工

智能+，把传统的冶金转变为智能冶金，应对整个

行业需求的变化。学校把传统的专业与新一代信

息技术深度融合，开辟了一条发展新路径。企业

需要复合型的人才，精准对接企业也是未来趋势。

强化参赛意识，大赛塑品强师。教师王盛瑄

连续三次报名参加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并在

2022年首届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荣获一等

奖，实现历史性突破。她说，她在第二届大赛上

跨界报了高职组商业数字化能力赛项，这让她仿

佛打开“新世界大门”，最终获得三等奖。“回来以

后，我把赛事经验传授给学生，帮助大家了解赛

项，提高参赛能力。”

坚持以赛促教，提供成长平台。据了解，职业

技能大赛代表各行业技术前沿水平，所以学校紧

跟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以及一些国际赛事，贴近大

赛中的新技术、新领域，并通过比赛以赛促教、以

赛促改、以赛促建。2019年至2023年期间，学校

参加大赛的总排名在全国1500多个高职院校中

位居前列，在省内名列第三。去年，学校培养了3

位全国技术能手，省级以上人才达60多人。教师

水平的提高，也带动了学生技能的提高。一位获

得大赛全国二等奖的2017级学生，在参赛地被山

东一家企业留下，现场签约，年薪30多万元。

突出信息建设，实现更新跨越。2017年，学

校信息化建设进入发展“快车道”，信息化整体建

设水平在省内同类院校中名列前茅。学校根据

信息化建设发展规划及智慧校园整体设计要求，

探索开展多场景应用融合，有步骤、有计划地推

进建设。2023年，学校被确定为吉林省职业教

育信息化标杆校，并成功入选第二批职业院校数

字校园建设试点院校。

强国必强教，强教必强师。教师是立教之

本、兴教之源。高质量的教育离不开高质量的教

师队伍。近年来，学校以打造高质量教师队伍为

抓手，促进学校高质量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有

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

的“四有”好教师。学校被评为吉林省职业教育

“双师型”教育培训基地，荣获吉林省高校黄大年

式教师团队1个、吉林省职业教育教学创新团队

2个。软件工程学院院长朱伟华成功入选新时

代职业学校名师（名匠）名校长培养计划——名

师（名匠）培养对象。学校教师中，享有国务院特

殊津贴人员1人、长白山技能名师8人、宝钢教育

奖优秀教师1人、吉林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奖杰出

教师3人、吉林省优秀教师1人、“双师型”教师

205人、省级优秀教学团队6个。同时，特聘全国

技术能手、大国工匠吕涛、邹峰为教授。

坚守初心坚守初心 尚德励志尚德励志

立德树人是新时代教育根本任务，也是学校

不变的追求。学校一直重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和思想政治工作，为学校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强

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

校领导说，学校深耕职业教育60年，不断优化

大党建工作体系，构建大思政工作格局，扩展大就

业工作渠道，形成大发展的工作局面。学校始终牢

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秉承尚德立志、

经济强农的校训精神，发挥职业教育新优势，探索

职业教育新路径，打造职业教育新高地。学校通过

把企业“搬”进学校，把学生送入车间，把大师请到

课堂，形成政校企跨界联动，当好青年学子的引路

人、知心人、守护人，为他们施展人生抱负提供坚实

后盾，助力学子在吉林寻梦、追梦、圆梦。

日前召开的学校思政课建设交流会上，校党

委负责人表示，要高位谋划推动，打开课程建设

“大格局”；要加强队伍建设，造就铸魂育人“大先

生”；要汇聚资源合力，激发课程育人“大能量”；要

善用“大”资源，创新“大”载体，汇聚“大”合力。

强化“课程思政”，打造精品课程。学校深入

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不断打造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课程建设持续推进。2020年，学校有10

部教材入选教育部“十三五”规划教材，入选数量

居全省高职院校首位、全国第17位。《计算机应

用基础》等5门课程被确定为省级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24个微课作品入围省微课大赛。2021年，

学校开展首批职业化教材立项建设，推荐参评

“十四五”规划教材12部，确定20部教材为学校

编写立项建设教材。2022年，立项建设了40部

职业化教材。张晓娟的《电机拖动与电气控制》

和罗大伟的《web前端技术》成功立项国家精品

课程，实现了课程建设历史性突破。在省教育厅

优质课程评选中，选送的13门课程获一等奖4

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3项，获奖数量位列同类

院校前茅。2023年，立项建设15门在线课程，启

动第三批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目前，学校已有

50余门课程思政示范课，基本全覆盖学校招生

专业。此外，有11部教材被认定为教育部“十四

五”国家规划教材。

突出“易班”建设，打造思政阵地。学校易班

（网络思政）建设屡获殊荣。2023年，学校易班发

展中心荣获5项全国荣誉。易班指导教师蔡忠臣

介绍，学校作为连续多年全国优秀易班共建高校，

在2020年、2023年、2024年均获全国优秀易班共

建高校；2022年度获得全国优秀易班共建案例。

学校作为省首批易班共建高校，不断探索易

班平台+微信公众号+抖音平台+b站等全媒体育

人平台建设。目前，学校师生累计注册认证用户

13101人，占在校学生注册认证率95.31%，实现

全覆盖。学校以“微社区”建设为抓手，构建实时

更新、学生喜爱的校级咨询专栏，使网络思政教

育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学校紧紧围绕新时

代学生工作特点，牢牢抓住网络思政教育主线，

全面推进网络思政和网络文化建设，使学校育人

工作始终冒热气、接地气、有生气。

回报社会回报社会 筑梦担当筑梦担当

2008年以来，学院加大力度，积极改善实

验、实训、实习基地条件，并积极探索校企合作共

建实训基地的新模式。到2016年底，校内实验

实训室总量达161个（含项目化教室），总工位数

达6219个，能够满足实训教学的要求。

坚持合作办学，共享教育成果。在对外合作

办学方面，学校也取得优异成绩。对外交流办老

师王凯介绍，2019年11月，学校获教育部中外人

文交流中心正式批复，成为首批“人文交流经世

项目—经世国际学院”筹建院校。在校企双方的

积极推进下，统筹考虑学校专业发展情况和学生

培养需要，与泰国坦亚武里皇家理工大学开展中

外合作办学；采用“校—校—企”的联合办学模

式，三方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标准，

共同实施教学。

2022年，学校入选教育部“中文工坊”项目，

协同蒙古国鑫都矿业企业合作开发专业教学标

准等。本项目针对“中文工坊”开展“中文+职业

技能”培训、汉语提升等教学工作。

参与社会实践，贡献青春力量。校团委在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邀请云南大学共建开

展社会实践活动，响应“创业奋斗，‘就’在吉林”

的号召，让大家真切感受、了解吉林。

目前，学校有“三下乡”的队伍10多支，还有

国情观察、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理论宣讲和党史

学习教育团。通过社会实践，让大家看到吉林的

发展。这些主题活动为青年人才留吉创业就业

奠定了基础。

重视技能培训，培树专业人才。职业技能培

训是学校“独门秘籍”。秦绪华老师介绍，2017

年，他们几位老师赴本钢等多家企业调研，并最

终打开突破口，在校开设煤气、焊接等6个工种

的特种作业培训。特种作业人员需要强制持证

上岗，但相关管理部门缺少合适培训场所，于是，

学校和企业通过建设模拟煤气等系统，让学生现

场实操。2021年，学校协助国家应急管理部开

设第二期全国煤气作业考评员研修班。培训考

核得到省应急管理厅认可，学校作为省内唯一高

职院校获得了培训、考试资格。

培训促进招生，满足多方需求。通过培训，

学生可以在校取证，毕业后到企业直接就能用。

2022年，学校建成了钢铁冶金虚拟仿真实训中

心，通过增加课程设置，拓宽岗位，满足了企业对

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招生工作办公室主任任琳介绍，2023年，学

校毕业去向落实率达 86.54%，留省就业率达

68.78%。从2001年开始，学校老师围绕地方发

展经济需要做市场调研，目前，学校在校生1万

多人，已成为省内第一大高职院校。

满足社会需求，培养复合人才。针对企业需

求，学校加大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力度。比如一

汽大众公司和长春轨道客车公司来学校招聘，需

求量很大，连续三年，约有1500多名毕业生到长

客就业，高峰期，一年约有800多名毕业生到一

汽就业，产生了“吉电职院效应”。沈飞、比亚迪

等大厂，都与学校建立了合作。

学校跟随市场风向，市场缺什么学校就培养

什么，用就业拉动招生，也因此在社会上得到一

致的认可。

当代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

想的前景无比光明。青年一代正处于美好的奋

斗季节。校歌中唱道：“长白山高松江水长 飞鸿

展翅尽翱翔；志高德厚技精能强，一代天骄化栋

梁！”如今，风华正茂的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正大踏步地迈向未来。

（本版撰稿：李婷 姜岸松）

六十载春华秋实六十载春华秋实 新时代再谱华章新时代再谱华章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发展走笔—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发展走笔

风景如画的校园风景如画的校园。。

鸟瞰规划中的新校园。

▲ 校园就业招聘
会上，毕业生与吉林市
当地企业相互了解。

◀汽车实训室。

▲校区扩建项目
开工仪式现场。

◀喜获我省首届黄炎培职业
教育奖两项殊荣。

▶ 学 校 承 办
2012 吉林省高职院
校技能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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