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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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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9 日

学校各二级党组织积极推进主题教育
各方面工作（八）

——青岛基地党委直属党支部

一、调查研究工作推进情况

把握主题教育总要求和目标任务，“以首要工作为重点、

以党委领导为主线、以基层实践为切面”，通过“深入调查研

究”“创新实践模式”等方式构建学习贯彻主题教育立体格局，

实现日常管理、教育教学、社会实践全覆盖，全面促进主题教

育向宽度、广度、深度延伸。

（一）以首要工作为重点——把握主题教育总要求，贯彻

根本任务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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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基地一期项目顺利交接启用已成为青岛基地当前的首

要重点工作。为此，青岛基地采取“教师全员参与”的方式具

体推进各项工作进展，全体教职工在完成日常工作和教学的同

时，全力投入到交接启用工作中。多次召开搬迁工作部署会议、

搬迁工作调度推进会议，全面推动搬迁、交接启用工作稳步前

进。5 月 8 日，产教融合青岛基地召开搬迁工作部署会议，按照

“责任到人、全过程负责到底”的原则进行推进。5 月 15 日，

产教融合青岛基地召开搬迁工作调度推进会议，汇总青岛基地

资产管理清点、统计等相关工作进展情况。5 月 29 日再次召开

调度会，搬迁资产清查工作第一阶段任务顺利完成。

毕业生工作是基地本年度的重点工作之一。围绕办好 2023

届学生毕业展，到新区教体局、文旅局、招才中心、灵山湾文

化区、青岛和力传媒集团、北京异像空间影视文化公司等部门

和企业进行调研，了解他们对毕业生就业、思想素质等方面的

需求和建议，寻找破解学生就业和产教融合背景下如何做好学

生政治思想工作的有效措施。

（二）以党委领导为主线——用好调查研究传家宝，破解

发展桎梏大难题

5 月 11 日至 12 日，党委书记王晓娟等学校领导到产教融合

青岛基地实地调研并检查指导工作，了解青岛基地各项工作进

展、主题教育开展情况，推动产教融合青岛基地一期项目顺利

交接。在调研过程中，深入查摆在“机制体制建设”“交接启

用方案细化”“学生入驻专业和规模”等核心制约因素方面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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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问题。

5 月 25 至 26 日，学校第三期读书班相关成员到产教融合青

岛基地一期项目工地、西海岸廉政教育馆、青岛西海岸“城市

之窗”等地调研，与青岛西海岸当地政府人员、企业代表共同

参加了青岛基地 2023 届毕业生作品展的开幕仪式，现场参观了

学生毕业展。

（三）以基层实践为切面——探索联建共建新机制，结对

协同共进树新风

5 月 18 日，青岛基地与灵山卫街道签订结对协议；5 月 23

日，产教融合青岛基地与灵山卫珠光路社区签订大学生社区实

践结对协议书，搭建起学校与社区的桥梁，给大学生走出教室、

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创造机会。

二、建立问题清单

通过各项调研，以青岛基地目前的重点工作为核心，对存

在的问题进行的梳理汇总：如某些制度建设没有体现产教融合

青岛基地的特色；相关职能组的推进方案滞后、操作性不强、

不易落地；常驻基地学生规模和专业方案尚未确定，这是影响

基地一期项目交接启用、经费拨付、内设配套等一系列关键问

题的核心制约因素。

三、问题整改情况

对于发现的问题，进行汇总，列出清单，逐一进行研究，

制定解决方案、逐步推进解决。方案如下：

（一）结合基地实际，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建设，为基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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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二）为打造青岛基地这块“改革创新示范试验田”，尽

快做好青岛基地的顶层设计，完善并出台青岛基地综合管理运

行机制改革方案，并根据基地的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和倾

斜。

（三）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和产业发

展需求提升学科布局的科学性、合理性，以超常手段及作风，

尽快确定常驻基地学生规模和专业方案，从而破解经费拨付、

内设配套这两个难题。

四、下步工作打算

（一）通过各式各样的教育形式，充分激发党员干部的内

在驱动力和全体教职工发扬“爱校如家”工作作风行动力，增

强自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二）打通新模式，创造新机遇，突破新发展，找到高校

人才培养和产教融合的平衡点，努力实现高校、企业、行业之

间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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