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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简介

宁波大学是一所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新兴地方综合性

大学，2017 年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2011 年 4 月，在原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和法学院政治系基础上组建马克思主义

学院。学院拥有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

硕士点；现设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教研部、国外马克思主义教研部、思想政治教育教研部、思想政

治教育系、研究生教学部、社会服务部等教研和社会服务组织。

2017 年，学院成为首批浙江省“重点建设高校马克思主义学

院”。2018 年，学院在全国有硕士点的学校中所占位次为 18%

（邱均平排名）；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为 61 名，位列浙江省属

高校第一。

学院拥有一支结构合理、敬业爱岗的师资队伍。学院现有

教职员工 55 名，其中教授（研究员）16 名，副教授 18 名，硕士生

导师 23 名。教师中有浙江省“151 人才”培养人员 2 名，浙江省

“五个一批”（理论）人才2名，浙江省“333工程”人才2名，浙江省

“之江青年”社科学者2名，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2015年

度影响力提名人物 1名，浙江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 2名。

学院教研成果丰硕。学院教师主持和参与的教学成果分别

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 项和省级教学成果奖 2 项；围绕

“八个一”思政课教学改革要求，努力打造精品课程和示范课程，

拥有省级精品课程 1 门；获浙江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 1 项；获浙江省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特等

奖、一等奖、二等奖各 1项，宁波市高校优秀思政理论课“精彩一

课”二等奖、三等奖各 1项。

学院科研业绩突出。自 2004 年至今，学院共获各级各类课

题 200 多项，其中国家级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各 1 项，国家

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含后期资助项目）26 项，省部级 36 项；出版

专著 40 多部；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300 多篇（含高级别论文 60

余篇）；获省市级领导批示决策咨询成果 20 多个；获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三等奖 2项，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 5项，获市厅级科研奖 30 多项；举办“第八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宁波分论坛”等国际学术会议及

全国性学术会议 10多场；师生在各级各类学术交流中，获优秀论文奖 100多项。

学院拥有多个创新平台和实践基地。学院是“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理

论研究基地”主要参与成员单位，共建共享该平台；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合作共建“世界

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宁波分中心”；拥有省级“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宁波大学基地”；与

宁波市委宣传部合作共建“宁波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与宁波市教育局合作共建“宁波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与宁波市台办合作共建“宁波市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研究院”；建有“宁波大学国学

哲学研究中心”“宁波大学软实力研究中心”等校级研究平台。

学院拥有浙江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名师工作室”、浙江省“易班”建设首批试点项目和宁波市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名师工作室”。学院在台州三门、舟山嵊泗、宁波各市县区建有一批省、市、校级大学生实践

教学基地。

学生理论宣讲团已形成品牌效应。宣讲团以学生党员为骨干、以优秀团员青年为主力，成为浙江省高校

第一支基层宣讲的学生队伍。宣讲团长期在基层政府、企业、社区、乡村开展以党的理论和时事政治为主题

的公益宣讲，从 2012 年迄今宣讲次数达 200 余场，受众人数超万人，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赞扬，获得了

“省级暑期实践优秀团队”“最美宁大学子”等荣誉称号，央视《新闻联播》等重要媒体多次报道了相关活动。

公众订阅号

12

学院与宁波市委宣传部合作共建社会实践基地

学院学生暑期开展社会实践调研

学院教师团拜会合影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简介遵义医科大学
人文医学研究中心 简介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是江西省政府主办、江西省林业局主管的全日制公办高职学院。学

校地处的江西省赣州市，是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优秀旅游城市、国家森林城

市，城市环境优美、交通便利、宜居宜学。

学校创办于 1953 年，是江西省老牌的职业院校。历经赣州林业学校、江西共大油山分校、江

西省第一林校几个阶段。2002 年 4 月，学校升格为高职院校并更名为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是

江西省首批升格的高职院校。 2011 年 12 月，学校升格为副厅级单位，是全省 9 所升格的院校之

一。2015 年起，学校开设应用技术型本科班，连续四年招收本科学生，本科生教育和管理进展顺

利。经过 66 年的办学积淀，学校现为国家优质专科高职院校、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江

西省高水平职业院校，综合办学实力已跻身江西及全国同类高职院校前列。

学校校园面积 813 亩，现为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学校以“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校”为目标，以

“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建设为载体，着力打造“人在林中、林在校中、校在画中”式的森林校

园。校园里现有各类树木千余种（其中红豆杉、银杏等珍稀树种百余种），形成了 15 个树种区域

和 5 个植物群落，绿化覆盖率达 70%。学校还建设有生态湖、生态苑、生态长廊、立雪湖、立雪亭、

求知广场、鲁班广场、名人广场等一系列校内景观以及全省高校中最大的生态科教馆，方便学生

潜移默化地接受美的熏陶。

学校根据行业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统筹规划学科专业设置。现下设林业学院、园

林与建筑学院、工业与设计学院、商学院、通讯与信息学院、旅游与外语学院、汽车与机电学院、

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学院等 8 个二级学院，开设有 2 个本科专业、49 个高职专业，其中省级及以

上特色专业、示范建设专业、人才培养创新试验区共 23 个，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 1.2 万人。

学校师资队伍雄厚。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592 人 ，校外兼职教师 113 人 ，其中高级职称教师

166 人，博士及硕士学位的共 312 人，具有“双师”素质的教师 371 人；省级教学团队 3 个，省级及

以上教学名师 5 名，省级骨干教师 16 名，国内外访问学者 13 人，在省级以上各类学术团体担任委

员以上职务的有 15 人。教师教学能力较强，现有国家精品课程 1 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1

门，省部级精品课程或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27 门，立项省级在线开放课程 53 门。

学校教学资源丰富。学校现有教学楼、实验楼、办公楼、图书馆、创客空间等各类教学及管理

场馆，校内各类专业实验、实训室 127 个，校外共建实训基地 242 个，投资 8000 多万元建设的实训

大楼即将投入使用，投资 7000 多万元的新图书馆已开工建设。现有校园建筑面积 36.4 万平方

米，固定资产达 4.594 亿元，实验实训设备总值 6552.02 万元。学校还联合政府、行业、企业、学

校、科研院所等 132 家企事业单位，牵头组建了江西林业职业教育集团。依托职教集团，学校联

合国内一些上市公司、著名企业组建了中兴通信学院、铁汉生态学院和中锐汽车学院等一批冠名

学院以及“中核勘测班”“铁汉班”“华测检测班”“左右家居班”“京东班”“香江集团班”和“TCL

班”等 30 余个校企合作“订单班”，通过深度的校企合作，丰富了教学实训资源，优化了人才培养

模式，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

遵义医科大学创建于 1947 年 ，是 抗 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医学本科院

校，曾用关东医学院、大连大学医学院、大连医学院等名称。 1969 年为支援“三线”建设，学校

整体搬迁至贵州省遵义市，更名为遵义医学院。 2018 年 11 月 ，经教育部批准，学校更名为遵

义医科大学。经过 70 余 年的建设与发展 ，学校已成为一所以医学为主、文理渗透的多学科、

多层次、办学特色鲜明、办学实力雄厚的省属高校，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国家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与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国家首批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项目试点高校。

学 校 现 由 贵 州 省 新 蒲 校 区 、大 连 路 校 区 及 广 东 省 珠 海 校 区 3 个 校 区 组 成 ，占 地 面 积 约

2515 亩 ，有全日制在校生 16000 余 人 ，下设 28 个 教学院系、5 所直属附属医院、8 所非直属附

属医院。

建校以来，学校群英荟萃、专家云集，生理学家沈其震院士、解剖学与人类学家吴汝康院

士、微生物学家魏曦院士、药理学家张毅教授、生理学家吴襄教授、生物学家伍律教授等知名

专家学者曾执教讲坛。教师队伍中，入选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1 人 ，享

受国务院和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48 人 ，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师德先进个人、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共 7 人 ，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卫生部有突

出贡献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核心专家

共 16 人。

学校本科教育涵盖医学、理学、工学、教育学、管理学、文学等 6 个学科门类，包含 30 个本

科专业。有国家级特色专业 4 个，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国家精品视频公开

课各 1 门 ，国家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3 项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 个 ，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中心 1 个，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1 个。

遵义医科大学人文医学研究中心成立于 2006 年 8 月 ，2007 年 12 月 获批为贵州省高等学

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贵州省高校人文医学研究中心”。 中心设有一个办公室、一个

科研管理科、一个人文医学教研室。 中心现有教师 44 人 ，其中教授 14 人、副教授 28 人、讲师

2 人。近年来获得国家社科基金 5 项 ，教育部课题 3 项 ，省部级、市厅级科研项目多项。 2011

年 ，“人文医学”硕士点获得教育部批准，2013 年开始招生，下设三个研究方向，即医学伦理学

（生命伦理学）、医学人文教育和医学史。

在学校各届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近年来中心提升了发展步伐，在学生培养、学科建设、科

学研究、人才引进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2017 年 ，中 心“人文医学与健康服务管理创

新团队”获批为贵州省创新团队。 2018 年中心获批为贵州省人文社科示范基地。作为学术研

究基地，中心还担负着组织科研项目、产出科研成果、建立知识创新机制、培养医学生人文素

质的重要任务。同时 ，中心也一直积极探讨通识教育与科学传播的理念 ，努力为相关领域的

本科生、硕士生提供宽广的学术研究平台、创造良好的学术交流氛围，并为我国的人文医学教

育、人文医学学科的发展提供可行的建设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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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简介

宁波大学是一所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新兴地方综合性

大学，2017 年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2011 年 4 月，在原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和法学院政治系基础上组建马克思主义

学院。学院拥有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

硕士点；现设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教研部、国外马克思主义教研部、思想政治教育教研部、思想政

治教育系、研究生教学部、社会服务部等教研和社会服务组织。

2017 年，学院成为首批浙江省“重点建设高校马克思主义学

院”。2018 年，学院在全国有硕士点的学校中所占位次为 18%

（邱均平排名）；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为 61 名，位列浙江省属

高校第一。

学院拥有一支结构合理、敬业爱岗的师资队伍。学院现有

教职员工 55 名，其中教授（研究员）16 名，副教授 18 名，硕士生

导师 23 名。教师中有浙江省“151 人才”培养人员 2 名，浙江省

“五个一批”（理论）人才2名，浙江省“333工程”人才2名，浙江省

“之江青年”社科学者2名，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2015年

度影响力提名人物 1名，浙江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 2名。

学院教研成果丰硕。学院教师主持和参与的教学成果分别

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 项和省级教学成果奖 2 项；围绕

“八个一”思政课教学改革要求，努力打造精品课程和示范课程，

拥有省级精品课程 1 门；获浙江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 1 项；获浙江省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特等

奖、一等奖、二等奖各 1项，宁波市高校优秀思政理论课“精彩一

课”二等奖、三等奖各 1项。

学院科研业绩突出。自 2004 年至今，学院共获各级各类课

题 200 多项，其中国家级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各 1 项，国家

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含后期资助项目）26 项，省部级 36 项；出版

专著 40 多部；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300 多篇（含高级别论文 60

余篇）；获省市级领导批示决策咨询成果 20 多个；获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三等奖 2项，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 5项，获市厅级科研奖 30 多项；举办“第八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宁波分论坛”等国际学术会议及

全国性学术会议 10多场；师生在各级各类学术交流中，获优秀论文奖 100多项。

学院拥有多个创新平台和实践基地。学院是“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理

论研究基地”主要参与成员单位，共建共享该平台；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合作共建“世界

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宁波分中心”；拥有省级“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宁波大学基地”；与

宁波市委宣传部合作共建“宁波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与宁波市教育局合作共建“宁波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与宁波市台办合作共建“宁波市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研究院”；建有“宁波大学国学

哲学研究中心”“宁波大学软实力研究中心”等校级研究平台。

学院拥有浙江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名师工作室”、浙江省“易班”建设首批试点项目和宁波市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名师工作室”。学院在台州三门、舟山嵊泗、宁波各市县区建有一批省、市、校级大学生实践

教学基地。

学生理论宣讲团已形成品牌效应。宣讲团以学生党员为骨干、以优秀团员青年为主力，成为浙江省高校

第一支基层宣讲的学生队伍。宣讲团长期在基层政府、企业、社区、乡村开展以党的理论和时事政治为主题

的公益宣讲，从 2012 年迄今宣讲次数达 200 余场，受众人数超万人，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赞扬，获得了

“省级暑期实践优秀团队”“最美宁大学子”等荣誉称号，央视《新闻联播》等重要媒体多次报道了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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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与宁波市委宣传部合作共建社会实践基地

学院学生暑期开展社会实践调研

学院教师团拜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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