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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科技职业学院于2008年2月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正式建立，同时挂温州市农业科学研

究院牌子，系专科层次公办普通高等职业学校，由温州市人民政府举办。其前身是1 950年创办的

浙江省立温州农业技术学校和1958年创办的温州专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学校设有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园林与水利工程学院、动物科学学院、经贸管理学院、信息

技术学院、公共教学部、成教学院等教学机构，全日制在校生7500多人。设立涵盖农林牧渔、食

品药品与粮食、水利、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财经商贸等6大类24个专业，其中省优势专业1

个，省特色专业2个，市级重点专业2个，中央财政支持高等职业学校专业建设项目2项。建有中

央财政支持的职业教育实训基地2个，省高职高专院校示范性实训基地2个。

近年来，学院围绕“立德树人”总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讲话精神，把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要求和春风化雨的教育方式结合起来，坚持“审时度
势”、 “借‘式’化事”， “点、线、面”立体化打造魅力新思政。

“点、线、面”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具体而言，即“扣三点”：紧扣学生需求点、兴趣点和
成长点； “抓三线”：牢牢抓好课堂教学、日常生活、课外实践三条主线，寓思想政治教育于专

业教育、人文素质教育、校园文化、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 “拓三面”：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中坚持“审时度势、借‘式’化事”，将关心学生思想问题和关心学生实际问题相结合，拓展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案头”到“手头”，开展党政干部、教师走进班级、走进寝室、走进学

生“三走进”活动，打造“党员服务岗” “党员示范岗” “党员先锋岗” “温度志愿者服务
站” “三岗一站”活动，坚持在教书中育人、在管理中育人、在服务中育人；将关照全体学生和

关注学生个体相结合，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课内”到“课外”，寓思想政治教育于人文素

质教育中，大力推行人文素质教育学分制，设置人文素质教育必修学分、选修学分和激励学分，

举办人文运动会，打造“双百社团”，鼓励学生发现兴趣、发展兴趣，通过各美其美成就更好的

自己；将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校内”到“校外”，推行“耕读4050”

计划，实施“百千万工程”，鼓励全体师生走进社区乡村开展送技术、送文化、送温暖的“三

送”活动，培养学生专业服务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 “点、线、面”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培养集

思想素质、职业素质、人文素质、身心素质、创业素质、就业素质于一体的“立体化”人才，解

决学生成人成才的高度、深度、厚度、长度、宽度和强度“六度”问题。

几年来，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效显著，立项省部级及以上相关课题5项、市厅级课题56

项，发表论文1 00余篇，出版专著以及相关教材1 2本。1个项目获201 4年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2

个项目分别获201 6年浙江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学校受邀在第二届全国高职院校“立德树
人”研讨会等多处交流并作典型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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