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

校

党

建

与

思

想

教

育

i‘l三

THE PARTY BUILDING AN[

IDEOLOGICAL EDUCATIOI、

lN SCHOOL{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l)扩展版来源期刊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全国教育系统唯一党建期刊

全国党建研究会高校党建研究专业委员会会刊

2020
二
〇
二
〇
年
第
九
期 上 半 月

09
公众订阅号

沈阳化工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以化工为特色的多科性大学。学校始建于 1952 年 7 月，是新中
国成立后的第一所化学工业技术学校。新中国化学工业和兵器工业的重要领导者、曾任石油化工部
副部长和第五机械部部长、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化学工业管理局局长的张珍先生兼任学校第一
任校长。学校于 1958 年升格为本科院校 ,校名为“沈阳化工学院”，是全国六所专门培养化工类高级
人才的高校之一。 1960 年至 1962 年曾被命名为“辽宁科学技术大学”，隶属中国科学院辽宁分院；
2010 年更名为“沈阳化工大学”，由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

学校是全国第一个实施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高校。1983 年春，学校组织团员青年深入中小企
业，为企业解决科技难题，首开我国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先河。1984 年 3 月至 5 月，胡锦涛同
志和李克强同志先后到学校视察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学校是辽宁省“双一流”重点建设高校、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拥
有 1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 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3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平台、20 余个省重点实
验室或工程技术中心、31 个省级实践教学平台，是“辽宁精细化工协同创新中心”“辽宁省精细化工产
业技术联盟”和“辽宁省石油化工产业校企联盟 ”的牵头单位。学校现有教职工 1200 余人，其中“长江
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等国家级人才 6 人，国家教学名师、国家督
学 1 人，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 3 人，宝钢优秀教师 4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5 人，教育
部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3 人，辽宁省“攀登学者”5 人，辽宁省领军人才 1 人，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
领军人才 1 人，辽宁省优秀专家 9 人，辽宁省教学名师 23 人。

学校学科专业建设特色鲜明，现有 13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涵盖 65 个二级学科），8 个专业硕士类
别；具有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资格，多个学科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学校化学工
程与技术学科入选辽宁省一流学科，8 个学科入选辽宁省重点学科。设有化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等 16 个学院（部）与 58 个本科专业，拥有 6 个国家一流本科建设专业、4 个国家级高等学校特色专业、2
个教育部综合改革试点专业、13 个辽宁省一流本科示范专业，11 个专业通过国家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学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大力推进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建立“113”人才培养体系，培养高素质
应用型人才，打造全国最有特色的应用型本科教育。学校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 项、省级教
学成果奖一等奖 10 项，在全国“挑战杯”、化工设计等大赛中获国家奖 50 余项，多次被教育部、团中央
授予全国“挑战杯”高校优秀组织奖。学校在国内首次开创性建立与中国科学院的“科教融合学院”，
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设立“青马工程·菁英班”，联合培养研究生和本科生。近年来，学校连续保持毕业
生一次就业率年均在 95%左右。

学校坚持创新驱动，大力开展科学研究，为服务化工行业发展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强大的
科技和智力支撑。近年来，学校承担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项目、“863”项目、“973”项目、科技部重大科
技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国家级科研项目数百项，省部级
和企业科研项目数千项。学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发明奖、国防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省部级科
技进步奖一等奖以上奖励 17 项，获其他省部级科技奖近百项，授权专利成果 1100 余项。

学校注重开放办学，建有 1 个俄罗斯院士工作站，设有教育部备案的俄罗斯研究中心、非洲研究
中心，与国外 30 多所高校和科研单位建立了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理工大学
开办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联合办学。学校现有来自世界 30 余个国家的留学生近 400 人。

学校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从严治党、立德树人的要求贯穿高等教育改
革发展全过程，努力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学校党委先后被授予“辽宁省先进党委”“辽宁省教
育系统先进党委”“沈阳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文化建设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学生党支部获得国家“样板党支部”。

沈阳化工大学正处于“内涵建设新时期、‘双一流’建设新阶段”，重整行装再出发，朝着省属高校
本科教育“领头雁”、服务辽宁振兴发展“排头兵”、省“双一流”建设高校“第一方阵”、党建工作“示范
标杆”的目标奋勇前进，力争早日建成省内一流、国内著名的教学研究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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