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福 大 信 息   
 

福州大学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编        2020 年 5 月 7 日 

 

 

一是召开校党委常委会、全校中层干部大会、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全省返校复学视频会议精神，对返校复

学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二是修订完善疫情防控期间返校复学

工作方案、学生返校报到及应急演练方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突

发情况应急预案等，并将各项工作明确到单位、责任到人，确保

总体工作有人管，具体工作有人抓。三是根据属地防控安全需要，

协调公安机关、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等进行交通限行、变更公交运

行路线；协调市卫健部门对开学准备工作检查指导，根据反馈意

见进行整改完善。四是在前期精准摸排基础上，确定分批返校名

单，并组织做好学生返校报到应急演练工作。 

（党委办公室  校长办公室  供稿） 

 

 

一是云模式保障培训“不断档”。主动调整教育培训方案，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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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云开班”“云授课”“云讨论”“云考试”和“云结业”等模式，

15个班次共计 3690名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预备党员等依托

校院两级“云党校”参与线上培训。二是云数据助力学习“不断

线”。充分利用第三方软件平台大数据统计技术手段，实现二维码

签到、直播观看时长自动记录等功能，建立学员培训电子档案，

实时掌握学员学习情况。三是云督学确保标准“不降低”。建立专

门督学小组，由校院两级党校老师随机进入课程或讨论直播间，

考察教师授课、学员研讨等情况，已累计督学 60余次。 

（组织部、党校  供稿） 
 

 

 

一是全员联防联控。校内成立疫情防控外事工作组，建立联

防联控机制，与学院协同构建全覆盖全过程管理体系，全面摸排

境内外留学生信息。校外主动对接国内住宿社区与海外合作机构，

通报留学生动向和疫情防控政策，形成国内外联动态势，做到不

漏一人，不少一人。二是全面加强宣传。多次发布致国际学生公

开信，并通过微信群、公众号等不间断发布疫情防控知识、重要

提醒以及国家出入境政策等3000余条，督促留学生加强自我防护。

适时传递中国抗疫故事，鼓励学生以拍摄视频等形式增强抗疫信

心，引导留学生客观评价中国抗疫斗争。三是全心彰显关爱。校

园封闭管理期间增设民族餐厅，为留学生发放口罩等防护用品，

化解留学生突发困难，安排专人对接疫情重点国家、地区的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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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每日关注其健康状况。四是全面抓好教学。严格要求全体留

学生未经学校正式通知不得提前返校，及时疏导留学生心理焦虑，

督促、提醒留学生关注所在学院的教学安排。加强线上教学与论

文答辩，细化网络课程管理，确保在线教学工作有序开展。 

（对外合作与交流处  供稿） 
 

 

 

一是创新“三会一课”形式。662个党支部通过“网络在线学

+实践一线学+在家党员居家学”过好组织生活，利用网上支部学

习会、线上组织生活会开展学习讨论。坚持党建带团建，上线“云

微党课堂”，教师党员带头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专业教学

中融入思想、政治、道德规范等内容，强化对学生的思想引领。

二是讲好战“疫”爱国故事。捕捉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冲锋在前、

志愿服务等一系列感动人物、感动瞬间，以“网络好声音”传播

“正能量”。征集平面设计、书法、绘画、诗歌、文章、歌曲、

短视频、摄影组图等各类党建艺术作品 300余件，通过 H5、抖音、

短视频等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党员教育素材。三是开展特殊群体

云帮扶。重点排查学习困难学生、生活困难学生、就业困难学生、

心理困扰学生等群体，安排党员与学生“一对一”专项帮扶，分

层分类解决学生实际问题。毕业班党员与毕业困难学生就重修科

目进行相关辅导，保研党员与考研同学分享面试心得，其他年级

党员针对线上课程学生学习低效的问题，成立学习互助小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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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云学习”，研究生党员利用学科优势，参加线上支教志愿服

务。654名党员志愿者参与线上帮扶。 

（组织部、党校  供稿） 
 

 

 

一是建好“前线有你，后方有我”千人家教服务项目，组织

志愿者开展线上家教，为援鄂一线防疫医护人员子女提供志愿服

务，招募志愿者 2074 人，上岗 1429 人结对家庭 451 个，累计服

务 21558 人次，服务时长超过 56236 小时。二是引导青年化“关

注力”为“行动力”，在做好自我防护前提下，千余名青年参与

当地志愿服务工作，协助社区、乡镇做好体温监测等，为孤寡老

人、残障人士、困难家庭等提供防疫期间的特殊生活帮助。三是

鼓励青年结合专业特长积极“防疫”，环资学院师生每日一更新

绘制《福州市新型冠状病毒累计确诊人数分布情况动态图》，实

时反馈福州市疫情分布的最新情况；石化学院师生开发免洗抑菌

洗手液，增加产能供多省份医疗机构、社区使用；化学学院师生

合作研发新冠病毒 IgG/IgM 抗体检测试剂盒投放欧洲市场，月产

能可达 300 万人份以上；生工学院师生研发“一步法病毒 RNA 提

取试剂”；物信学院“天空之城”团队取得新冠病毒免疫层析检

测技术阶段性成果；厦门工艺美院发挥艺术特长，持续推出系列

防疫创意海报。                          （校团委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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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值守热线，共克时艰。第一时间开通面向全校学生及学

院辅导员的 24小时资助服务热线，建立全天候值班轮班制度，实

时为福大师生解答有关疫情防护知识、应急措施、最新疫情状况

等相关问题，在线协助办理资助业务。二是摸排情况，精准帮扶。

通过电话、微信、QQ 等方式全面摸排掌握学生实际困难，对因疫

情导致家庭经济困难，无法保障正常生活、学习的学生家庭及时

给予救助，共为 36733人次发放国家助学金、防疫特殊困难补助、

空中课堂流量补助、求职补助金等 2241万元。三是创新助学，助

力防控。采取线上设岗、线上招聘、线上培训和线上用工形式，

面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设立包含防疫信息助学岗、在线教学联络

岗等 232个线上勤工助学岗位。开办全体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腾

飞计划”能力提升营，帮助受助学生将疫情困难时期转化为“自

我提升的窗口期”和“弯道超车的关键期”，利用朋辈帮扶优势

实现资助育人效益最大化。       [学生工作（部）处  供稿] 
 

 

 

一是帮扶学校创业扶贫项目。通过工会微信平台，宣传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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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大青创品牌“博艾兴农”项目，结合各类节日采买艾草系列文

创产品，鼓励教工支持艾草兴农事业。二是接力“抗疫助农保菜

篮子”活动。抗疫期间组织成立教工志愿扶贫团队，通过团购等

形式共帮助农户销售 2600余斤农产品，缓解农产品滞销压力。三

是助销我省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利用朋友圈、微信等平台广泛

动员，鼓励教工积极采购闽北、闽西北地区滞销农产品 2万余斤。

此外，发挥学校女科技工作者协会等科研团体优势，在抖音等直

播平台上义务推荐贫困地区名优特农产品，帮助果农销售滞销水

果 1万多件。                              （校工会  供稿） 
 

 

我校今年联培研究生招生指标数 353个，同比增加 45%。新增

3 家联培合作单位，目前已达 15 家，首次与“世界一流大学”建

设高校开展联培。联培指标重点向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材料与

化工等关键领域倾斜。                    （研究生院  供稿） 

 

日前，我校 3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材料科学与工程、机械工

程、法学）和 7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环境科学

与工程、设计学、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理论经济学、统

计学、美术学〕分别被教育部和福建省教育厅抽评，全部顺利通

过评估。                               （研究生院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