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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拓展学习广度深度。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作为贯穿中心组学习始终的主题主线;创新教职工理论学

习形式，抓好新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工作。二是深

化研究阐释。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强化培训轮训，分

层次分类别分批次举办学习新思想主题培训；把研究阐释新思想

作为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重点针对“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

期间重要思想和探索实践”开展研究，推出高质量、有深度的研

究成果。三是创新组织方式。运用介入式、嵌入式宣传，把新思

想嵌入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传承弘扬中；完善考核激励机制，

把“大学习”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干部目标考核，纳

入执行党的纪律的监督检查范围，推进各项任务落细落实。 

（宣传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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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突出产业需求导向。根据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布局以及我

省三大主导产业需求，加大微电子专业以及网络空间安全、“数

字中国”、电子、电气、机械、石化等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招生力

度，今年相关专业累计招生 896人，同比增加 73人。二是持续优

化招生结构。坚持“服务产业”原则，持续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

招收比例，专业学位型研究生招收 2009人，占 61%，同比提高 3%。

坚持“服务一流”原则，招生指标向世界一流建设学科倾斜，今

年招收“化学科学与工程”相关专业研究生 647 人，并与中科院

物构所联合招收研究生 110 人。三是不断提升生源质量。通过创

设预调剂系统、加强复试考核等举措提高招生质量。今年招收的

3297 名硕士研究生中，来自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生源达到

1071人，占 32.5%，同比提高 3.3%。      （研究生院  供稿） 
 

 

 

学校 2018 届毕业生 7943 人，截止 5 月 31 日，全校升学率

23.59%，就业率 63.17%，同比增长 10.99%。一是加强校地合作、

校企、校行合作，举办各类宣讲会、招聘会 614 场。二是鼓励毕

业生到基层就业，今年共为 144 名毕业生发放基层就业奖励 49.8

万元。三是加大贫困生就业帮扶，为 1036名贫困生发放求职补贴



103万元，为就业困难的贫困生安排一对一个体咨询帮扶。四是开

展就业辅导，《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入选首批国家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共有 166 所高校近 76000 名学生在线学习。举

办职业规划节、职场文化节、生涯体验周、职业训练营等活动 155

场，参与学生 2万多人次。      （学生工作（部）处  供稿） 
 

 

 

一是“博士化”工程。从优化人才队伍结构的角度，对应聘

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提出博士学位、海外研修经历等要求，

对攻读博士学位、首次参加海外研修的教师予以减免工作量。二

是“国际化”工程。将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的海外访学经历

要求由半年提高至一年，有效发挥职务聘任的导向作用，并根据

海外访学的国家项目、福建省项目、学校项目等类别进行分类考

评。三是“职业化”工程。通过开展岗前培训、技能培训、境外

培训、技能培训、业务培训，进一步培养教师的职业素养、专业

基础、国际视野、操作水平、综合素质。目前，具有博士学位教

师占教学科研人数的 60.2%，具有半年以上海外访学经历教师占

34.6%；2017年，教师担任各级各类专家 402人，参加各级各类培

训 546人。                               （人事处  供稿） 

 

 



 

近日，我校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 2 项，一等资

助 3项，立项成绩创学校历史新高。主要做法有：一是宣传到位。

利用新媒体、主流网站、参加推介会等形式，及时推出我校博士

后招收需求，有目的有重点进行博士后招收宣传工作。二是待遇

到位。进一步提高了优秀博士后待遇，获得博新计划的博士后每

年最高可获 44万生活补贴，获得海峡博士后 A类计划的博士后每

年最高可获 39万生活补贴。三是激励到位。进行博士后分级制度

改革，按照博士进出站取得的成果进行分级管理，对于优秀的博

士后给予更大的激励政策。制定《博士后研究人员优秀科研成果

奖励办法》，给予获得优秀科研成果的博士后奖励。四是保障到

位。规范并提高博士后合作教师条件，对博士后合作教师的在研

项目提出明确要求，强化博士后来校工作的科研条件和环境保障。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于 1985年设立，是国家专门为在站博士

后研究人员设立的科研基金，主要分面上资助和特别资助两种类

型。面上资助，标准为一等 8 万元/人、二等 5 万元/人。特别资

助，标准为 15万元/人。                （研究生院  供稿）  
 

 

 

一是组织保安公司相关人员围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程序、警

报信号传递、防范和打击涉灾犯罪等内容开展突发情况处置演练。



二是在省红十字会的协作下，联合人事处举办 2018年初级救护专

题培训班，对 78名教师与安保人员进行现场救护理论、心肺复苏

操作、创伤救护等方面的培训。三是通过“平安福大”微信公众

号推送防灾减灾救灾专题信息，向师生普及灾害发生时的基本防

范技能。四是开展消防应急处置技能培训，对安保人员就火灾事

件处理流程、消防器材使用、如何组织师生疏散等内容展开培训，

提升灾害发生时应急处置能力。           （保卫部  供稿） 
 

 

 

一是建立“福州大学工会”微信公众号。目前公众号共发布

图文 55篇，总阅读量为 22305人次。同时建立了实名制会员信息

系统，健全数据准确、动态管理的会员信息基础数据库，打通联

系服务职工的“最后一公里”。二是构建“互联网+精准服务”体

系。以职工需求为导向，开通健康服务、职工书屋、3S 课堂教工

课程培训、文体协会、福利派送以及惠民资讯发布等服务，推动

工会线上线下服务相融合，零距离服务教工。三是推进“互联网+

节日服务”。以节假日为主题，搭建节日文化服务平台，为全校

教工提供多种类免费或者特惠服务活动，如冬至送温暖、元旦礼

遇抽奖，春节随手拍、读书节线上阅读分享、“5·20”真情大告

白等，满足广大教职工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校工会  供稿） 



 

一是健全学科服务团队。在图书馆具有副高职称或者在查新

站、情报与自动化部、资源建设与编目部从事专业工作的人员中

选聘近 30人为文献服务联络员，成立资源、数据库、素养、信息

4个学科服务支撑团队，与学校高层次拔尖人才、部分新进教师、

研究人员等进行一对一对接，为其提供文献服务、参考咨询、用

户培训、信息服务等。二是开展特色学科服务。推出嵌入式学科

服务、 ESI 推进工程、学科文献提供、科技查新参与文献信息服

务等服务措施，每年为省教育厅和校内各单位提供高质量学科报

告近百份，通过文献提供群为师生提供各类文献百余份。5年共完

成科技查新项目 3419 件，服务企事业单位 1000 余家；累计服务

校内外师生超 4000人次，检索论文共计 45565篇次；完成校内外

文献请求数 600 余次。三是加强学科服务指导。编写制作“图书

馆服务推介”等课件下院系巡回推广；组织举办“如何发表高被

引 SCI论文”“如何发表高被引 SCI论文”等培训报告会近 10场。

依托《信息检索》课程，组织一年级研究生开展科技查新竞赛，

并举办相应培训活动等。                 （图书馆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