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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磨一剑。截至目前，河南省平顶山

学院升格转型已满 5 年。

5 年来，平顶山学院和着时代前进的鼓

点，沐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自觉融入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的时代洪流，从中获取创造激

情和发展动力，重塑大学精神灵魂，逐渐形

成自己的办学风格和特色。

5 年来，平顶山学院坚持把理想、激情

与现实揉合，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着力于

内涵建设，励精图治，发奋图强，为学院“飞

得更高”奠定了坚实基础。

5 年来，平顶山学院以争创一流地方

大学的胆略和气派，立足本地，放眼国内，

面向世界和未来，开展校际合作，在强手

如林、竞争激烈的大学群体里争得了一席

之地。

深深扎根于鹰城这片沃土，平顶山学

院正在成长为足以担当承载历史、传播文

化大任的参天大树。

谋发展 准确定位

平顶山学院新校区坐落在落凫山下、

平西湖畔，占地 2000 多亩。这里曾经是不

毛之地，虽经之前数年建设，但在 2005 年迁

来时，平顶山学院各方面办学条件很不完

备。升格为本科院校后，随着办学层次的

提升，学校面临着艰巨的转型任务。办一

所什么样的平顶山学院，成为摆在新一届

领导班子面前亟待破解的现实课题。

2005 年初春举行的数次关于平顶山学

院办学方向的论证会，至今让人难忘。参

加论证会的有著名专家学者，有大学校长、

地方官员，也有来自最基层的教师和市民。

来自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建议，来自平

顶山市市委、市政府的期待和支持，一次次

激发了学校领导班子的办学灵感，坚定了

平顶山学院的办学信念：立足本地，依托地

方经济、地理、人文资源优势，从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出发，确立自己的办学方向

和人才培养模式，布局学科，调整专业，优

化课程，开展教学与科研，办一所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性应用型大学。

求长远 着眼服务

平顶山学院是一所地方性院校，办学

定位主要服务于平顶山的经济和发展。为

此，学院建立了一、二、三、四服务地方体

系，即围绕一个目标——全面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实现二个需要——平顶山学

院发展需要平顶山市，平顶山市发展需要

平顶山学院；服务三个层次——为各级政

府提供决策咨询，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和

制定战略规划，为个人提供再学习机会；提

供四个支撑——人才支撑，技术支撑，文化

支撑，思想支撑。

学科建设秉持“文理渗透、博学专长”

理念，凸现区域经济特征。学校紧密结合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确定 4 个 A 级重

点建设学科：生态地理学、区域经济学、文

化学、应用化学；3 个 B 级重点建设学科：

教育心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育教育

训练学；两个重点建设实验室：低山丘陵

区 生 态 修 复 实 验 室 和 应 用 化 学 实 验 室 。

其中，生态学被确定为省级重点学科，低

山丘陵区生态修复实验室被批准为省林

业厅重点实验室和与国家林科院合作共

建（省部）重点实验室，并依托重点实验室

设立了院士工作站，获得了国家重点课题

立项，实现了省级重点学科、实验室建设

等零的突破。

专业结构与课程建设针对地方产业经

济发展需要，进行重组优化。学校围绕平

顶山市煤炭、化工、机械、化纤等支柱产业

调整专业结构，大力培育经济社会发展急

需的、有潜力的应用型专业，专业总数由

2005 年的 28 个增加到现在的 63 个。同时，

学校注重培育优势专业，突出专业特色，已

遴选培育化学、戏剧影视文学等 7 个校级

特色专业。其中，小学教育、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播音与

主持艺术 4 个专业被批准为省级特色专业

建设点，实现了学校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从无到有的突破。建设 31 门校级精品课

程，其中现当代文学史、小学教育心理学、

普通话语音和播音发声、软件工程等 6 门

课程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

师资队伍建设不断加强。学校积极实

施“人才强校”战略，坚持引进与培养并重、

引才与引智并举，狠抓引进、培养、使用 3

个环节，认真落实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师

资队伍总量增加，学历结构和职称结构不

断改善，整体素质明显提高。目前，学校教

职工总数达到 952 人，具有硕士及其以上

学历的 451 人，占专任教师的 76.5%；具有

副高及其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 197 人，占

专任教师的 33.7%；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河南省省管优秀专家、曾宪梓教

育基金奖获得者、国家级优秀教师和教育

工作者、河南省优秀教师、河南省跨世纪学

术和技术带头人、河南省优秀青年社科专

家和河南省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等 60

余人,聘请包括两院院士在内的客座教授

58 人。

教学围绕培养实用型、应用型人才目

标，把课内教学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突出

能力培养。学校大力实施“教学质量与教

学改革工程”，积极推进教学管理制度创

新，鼓励开展教学改革研究，深入推进教学

改革。目前，学校教研项目立项 460 项，结

项 374 项，获省级教学成果奖 27 项。毕业

生考研率逐年提高，2010 年考研录取率平

均达到 24.2%。其中，化学化工学院、数学

与信息科学学院和环境与地理科学系考研

率分别达到 56%、46％和 41.2％。法学专业

学生在近两年全国司法考试中通过率达到

55%。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一次性通过

率由原来的 25.1%提高到现在的 34.4%。学

校大力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建立了 36 个教

学实习见习基地和 19 个大学生就业创业

见习基地。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活

动中，学校获国家级二等奖两项、省级一等

奖 5 项、二等奖 12 项。在 ACM 国际大学生

程序设计竞赛、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全国

大学生书画大赛、省大学生创意设计作品

大赛、全省大学生科技文化节等各类学科

竞赛活动中，学校共获得各类省级以上奖

项 110 多项。舞龙队连续两年在全国舞龙

舞狮邀请赛上夺得金奖。

科学研究着力解决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实际问题，努力提高参与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的介入度和贡献率。学校先后

成立了伏牛山文化圈研究中心、平顶山市

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学会，围绕地方产业

成立了陶瓷研究所和三苏文化研究所，开

设了陶瓷专业，获准建立了国家职业技术

鉴定所、河南省汉语国际推广基地、低山

丘陵区生态修复院士工作站、河南省文化

改革发展人才培养基地、平顶山市党员干

部现代远程教育基地、教育部书画等级考

试平顶山学院考试中心。召开了伏牛山

文化圈全国学术研讨会和《歧路灯》海峡

两岸学术研究会，与兄弟院校共同举办了

“陈伯文先生文字音韵训诂学国际学术研

讨会”，伏牛山文化圈研究中心被确定为

平顶山市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学校

积极推动产学研结合，为地方企业开展技

术攻关、新产品开发、技术咨询等服务活

动，帮助企业提升研发水平和管理水平，

提高企业产品竞争力。利用电气、化学化

工、计算机技术等学科的优势，与中平能

化氯碱化工公司、河南方圆碳素集团、蓝

峰实业公司、平顶山市财政局与环保局等

单位建立合作关系。与此同时，5 名教师

被聘为平顶山市第一批科技特派员，一批

批优秀干部教师、科研人员和学生下乡支

农，为广大农民提供科技咨询，指导生产，

推广农业发展新成果。这些具有地方经

济文化特色的学术科研机构的成立和学

术科研活动的开展，不仅促成一批具有地

方经济文化特色的学科、专业从中孕育成

熟，而且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的智力支持。5 年来，平顶山学院共完

成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52 项，实现了国

家级科研项目零的突破。

短 短 5 年 间，平 顶 山 学 院 发 生 了“ 裂

变”，全日制在校生由 2005 年的 8000 人增

加到现在的 17000 余人，教学院（系）由原来

的 14 个增加到现在的 17 个，本科专业由 5

个增加到 39 个，涵盖文学、理学、工学、法

学、教育学、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医学

等 9 个学科门类，为社会输送各类专门人

才 15000 余人，其中为平顶山市培养优秀毕

业生 4000 余人。

平顶山学院，在推动中原经济发展和

鹰城崛起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智库支撑。

造名校 外引内联

平顶山学院深深地认识到，要办一流

的大学必须走出去，必须以开放的胸襟与

知名的大学互相交流合作，取长补短。

5 年来，平顶山学院与国内外知名大学

间广泛开展校际交流合作，进一步拓宽了

办学视野，丰富了办学内涵，壮大了办学实

力，树立了开放办学的良好形象，也为平顶

山市对外交往架起了一座桥梁。

目前，平顶山学院与英国达德利工学

院 HND（英国国家高等学历文凭）国际合

作办学项目招生 1000 余人。从 2008 年起，

学校开办“1+2+1 中美人才培养计划”项

目，先后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欧克莱尔分

校、美国洪堡州立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曼斯菲尔德大学、美国佐治亚西南州立大

学、美国塞勒姆州立学院、美国夏威夷大学

希洛分校、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

校、美国富特海斯州立大学签订了合作协

议，并开展国际汉语推广项目，先后选派 3

名教师赴美国、泰国进行汉语教学。

随着两岸经济交流的逐步放开，两岸

文化教育的交流也日益频繁。从 2009 年

起，平顶山学院先后与台湾中原大学、元智

大学、宜兰大学和南华大学 4 所高校达成

合作意向。2010 年 5 月，平顶山学院 16 名

师生组成访问团，到台湾南华大学进行了

为期一个月的交流访问，并与南华大学结

为姊妹学校。双方还共同签署了《平顶山

学院与南华大学校际学术交流协议书》、

《平顶山学院与南华大学合作办学协议书

细则》，就学术交流、师生互访、研究生培养

教育等项目达成合作协议。

大手笔 铸就辉煌

5 年时间转瞬而过，一所标准化的平

顶 山 学 院 靓 丽 矗 立 ，正 成 为 这 所 城 市 的

“精神圣地”。平顶山学院新校区图书馆、

艺术楼、科技楼、实验楼、标准塑胶运动场

等一批现代化教学设施先后建成投入使

用，基本形成了功能完善的教学科研区、

体育活动区、学生和教师生活区。漫步在

花园般的平顶山学院校园，浓郁的学术文

化气息扑鼻而来。这里的党组织坚强有

力，朝气蓬勃；这里的教师安居乐业，心向

学术，精于教研；这里的学生向学精进，志

在成才。平顶山学院被评为河南省文明

单位、河南省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连

续 5 年被评为河南省大学生“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先进单位。

平顶山学院没有为已经取得的办学业

绩而满足、陶醉。平顶山学院党委书记许

青云、院长文祯中均表示，新近颁布实施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为

未来 10 年高校发展绘就了新蓝图，赋予了

新的使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平顶山学

院要坚定“质量立校、人才兴校、科研强校、

特色名校”的办学思路，肩负新的历史使

命，更加深入地把自己融合到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之中，努力成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力量，以更加奋发有为的姿态

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

俗说天地开辟，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

丈，盘古在其中，随天地而生长，一日而九

变。平顶山学院，正如这仰望星空、足踏大

地的盘古，得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春风，

茁壮成长。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这就是平顶

山学院！

神于天，圣于地——美好的未来属于

平顶山学院！

这里是一片神奇的精神圣地
——记河南平顶山学院五年发展之路

■ 本报记者 李振峰 通讯员 李效武

2010 年的冬天，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

记者一行来到了这个长三角腹地的生态明

珠——安吉。一踏入安吉的土地，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满山遍野的翠竹，这和外面的

冬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有连绵不绝

的竹海、清澈的溪流、古朴的居民，村在林

中、林在村中，石径、竹篱、卵石墙、木头架，

宛如一座美丽的大花园。

世界竹子看中国，中国竹子看安吉。

中国被称为“竹子文明的国度”，安吉又是

“中国竹乡”，竹子的开发利用不仅给中国

的文化和历史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

给人们带了健康、环保的居住环境。安吉

人有着超前的意识，他们放弃发展工业的

机会，坚持走生态立县的路线，经过几十

年的不懈努力，这个雄居长三角腹地的生

态县，对于竹子的开发利用，无论从资源、

加工还是销售看，都稳坐中国十

大竹乡的头把交椅，步入 21 世纪

的安吉，已经具备“世界竹都”的

雏形。

2004 年，温州商人陈圣什先

生来安吉考察时，认为安吉有着

坐拥长三角的区位优势，并融合

了中国第一生态县的环境优势，

竹产业作为安吉的传统产业，一

直以来给安吉人们创造了很大的

财 富 ，但 是 竹 制 品 交 易 处 于 低 、

散、乱的状态，诺大的一个竹制品

生产、销售基地没有一个上档次

的、能够蜚声国内外的大型竹制品商贸城，

缺乏整体的形象和品牌的优势。作为“世

界竹都”，要有一个与之地位相称的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大型、高档、综合性竹制品商贸

平台。为拓展竹制品全球市场，打造国际

级 交 易 平 台 。 陈 圣 什

先 生 用 自 己 的 毕 生 心

血投资 40 亿元，在浙江

省 省 委、省 政 府，湖 州

市委、市政府和安吉县

委、县政府的领导关怀

下，独资创建了全世界

最 大 的 竹 贸 城 ———

中 国（安 吉）国 际 竹 艺

商 贸 城 。 该 项 目 被 列

为浙江省、湖州市重点

工 程，安 吉 县 政 府“ 十

一五”规划项目。

中 国（安 吉）国 际

竹艺商贸城坐落在杭州西北部，安吉塘埔

经济开发区，新老县城中间，3 小时经济圈

覆盖江、浙、沪几十个经济强市。经杭长高

速，只要半个小时就能到达。918 亩商业用

地，有国际竹贸城、家博园、国际椅业家具

城、红星美凯龙、高级别墅竹雅园、28 层竹

贸大厦、浙北皮业城、浙江鞋业、步行街等

经典建筑，是一座现代化的大型竹艺、转

椅、家具、皮业、土特产品交易市场和整洁、

舒适、安全、优雅的旅游休闲胜地。原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政协第九届

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王文元、中国民经研究

会会长保育均，分别致以“ 安吉国际竹贸

城”、“ 世 界 竹 都”、“ 竹 业 总 部”的 亲 笔 题

词。有 1600 多个厂家在竹贸城里设了对

外窗口。自 2007 年国际竹艺商贸城开张

以来，先后举办了四届安吉竹产品贸易展

览会，每届都吸引着来自乌鲁木齐、沈阳、

海口、广州等全国各地以及欧洲、美洲、中

东等 20 多个国家的经销商和采购商慕名

而 来，交 易 额 年 年 增 长，3 年 累 计 成 交 额

22.1 亿元，商贸城俨然成了世界上最大的

竹产品发源地。安吉的客运中心也将搬迁

到商贸城边上，安吉中学也在商贸城附近，

实现了和人文相统一。

2011 年，借鉴竹贸城往年的成功经验，

由国家林业局竹子研究开发中心、安吉县

人民政府、浙江省竹产业协会共同主办，安

吉国际竹艺商贸城、中博展览集团等单位

承办的 2011 首届中国（浙江）国际竹产业

博览会暨第五届安吉竹产品贸易展览会将

于 2011 年 3 月 5 日至 7 日在安吉国际竹艺

商贸城隆重揭幕。本届展会将打造成规模

大、人气高、专业买家云集的行业盛会：展

出面积达到 100000 平方米，展出类别全面

涵盖竹产业链相关类别，届时将有来自世

界 各 地 的 国 内 外 专 业 买 家、国 际 商 客 赴

展。安吉国际竹艺商贸城已经成为中国

（安吉）国际竹产品贸易博览会每年一届的

东道主。

安吉的竹制品产量巨大，安吉人勤劳

又有智慧，但是一直以来就是没有市场。

市场是经济中最活跃的因素，没有市场就

不会有发展。如今有了安吉国际竹艺商

贸城这棵“ 市场大树”，同时自 2010 年以

来，安吉县委书记唐中祥和县长单锦炎多

次带队调研竹产业发展；政协还专门成立

了调研组就竹产业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

调研，让我们对安吉竹制品市场的繁荣、

升级看到了希望。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

高、基础好。我们相信安吉国际竹贸城必

将 走 向 世 界，安 吉 的 竹 制 品 必 将 走 向 世

界，“世界竹都”必将越来越显示出它应有

的地位和光芒。

世 界 竹 都 的 腾 飞
——访安吉国际竹艺商贸城董事长陈圣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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