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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学院校园风光。

辽东学院地处鸭绿江畔、
黄海之滨，坐落在英雄的抗美
援朝出征地、中国最大最美的
边境城市——辽宁省丹东市，
是 距 离 国 境 线 最 近 的 国 门 大
学 ，是 全 国 唯 一 具 备 沿 边 、沿
海、沿江区位特点的省属公办
本科院校。

辽东学院发源于 1948 年成
立的辽东省立安东农业专科学
校。2003年，辽宁财政高等专科
学校与丹东职业技术学院合并，
组建成辽东学院，改变了辽东地
区没有本科高校的历史。在长
期的办学历程中，辽东学院形成
了深厚的人文底蕴、扎实的办学
基础。

多年来，学校立足地方、服
务辽宁、面向东北、走向全国、对
接国际，坚持走综合性、应用型、
国际化办学之路，努力建成有特
色、高质量的地方应用型省属公
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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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
学校地址：
(临江校区）辽宁省丹东市振

安区临江后街116号
(金山校区）辽宁省丹东市元

宝区文化路325号
学校网址：
www.liaodongu.edu.cn
联系电话：0415-3789102

辽宁科技学院校区全景。

辽宁科技学院坐落在辽宁省
本溪新城，是一所以工科为主、多
学科协调发展的省属普通本科院
校。办学历史可追溯至1907年成
立的本溪县立师范传习所，2004年
升格为本科高校。

辽宁科技学院主动融入辽宁
振兴发展，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先
后成为辽宁省首批向应用型转变
的本科试点院校、教育部重点支持
的产教融合项目建设高校、教育部
数据中国“百校工程”试点院校、

“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产教融合
促进计划试点院校、辽宁省向应用
型转变示范校、教育部首批新工科
教育综合改革项目单位，获评全国
五四红旗团委、辽宁省文明校园、
辽宁省劳动教育示范学校、辽宁省
高校院所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
试点单位。学校拥有智慧制造实
验实训综合楼、辽宁科技学院数字
化综合实训基地等平台，为持续推
进产教融合，加速向应用型大学转
变提供了强劲动力。

学校简介

辽宁科技学院

坚持“三业融合”走出特色发展之路

学校学科门类齐全，具备
农技类、师范类、纺织类、财经
类、医护类等传统专业优势，既
有农、医、理工科基础，又有财
经、师范类底色。学校现设有
13 个招收全日制学生的二级学
院，设置 50 个本科专业、19 个
高职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专
业 获 批 国 家 一 流 专 业 ，获 批 3
个国家级试点专业、21 个省级
各类优质专业，是辽宁省唯一
承担省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
费培养项目和省乡村医生委托
定向培养项目的高校。

学校现有教职工 1522 人、
专任教师 934 人，“双师双能型”
教师占比 55%、高级职称教师占
比 51%、硕士以上学位教师占比

85%。在 70 余年的办学历程中，
学校涌现出大批人才，在各自
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学校拥
有一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省“百千万人才工程”
百人层次、千人层次，省优秀教
师、省教学名师等专家学者。

学 校 有 全 日 制 在 校 生 1.6
万余人；总占地面积 82 万余平
方米，建筑总面积近 41 万平方
米 ；固 定 资 产 总 值 8.2 亿 元 。
学 校 场 馆 设 施 齐 全 、设 备 先
进 ，拥 有 鸭 绿 江 流 域 博 物 馆 、
辽东地区动植物标本馆、丝绸
纺 织 博 物 馆 、会 计 账 簿 陈 列
馆、少数民族文化展示中心、抗
美援朝精神广场等丰富的公共
服务资源。

学科门类齐全 专业优势突出

学校立足地方、融入地方、服务地方，依
托地域、物产及多学科办学优势，全面推进
现代纺织研究院、鸭绿江流域研究院、绿色
经济研究院等6个跨学科研究院建设，以及
辽宁省功能纺织材料重点实验室、辽宁省蓝
莓新品种育种与采后处理重点实验室等 3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建设。

多年来，学校在鸭绿江流域历史、文化、
民族、生态保护研究，特别是辽东长城文化
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抗美援朝精神课
程入选中组部精品党课展播、专题宣讲报告
获中宣部表彰。蓝莓及小浆果种植技术、熊
蜂周年繁育等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克推进了
产业的发展；“梳理及成纱质量”等关键核心
技术、“环保阻燃剂”关键技术和地方特产柞
蚕丝生态染整技术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研
制的防静电织物应用于“神七”宇航服，伴随
宇航员遨游太空；户外纺织产业技术推广创

造经济价值十余亿元，蓝莓技术推广创造价
值近百亿元。

学校致力应用型人才培养，不断加强
校地、校企合作，推进行业学院建设。在人
才培养过程中，既有接近真实工作环境、接
近现实生产一线、接近实际操作过程的“三
接近”教育教学环节，又有专业设置与产业
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
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的“三对接”人才培养
模式。

70余年来，学校为国家培养出近20万名
毕业生，他们中的大部分投身于辽东地区基
层和生产一线。“十四五”以来，学校为辽宁
省边远地区教育、卫生等行业领域补充了急
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
成为辽东大地村民的健康守护者；师范生成
为乡村儿童成才追梦的引路人；新农科人才
成为助力地方特色农业发展的主力军。

致力地方发展 培养应用型人才

学校紧扣辽宁新时代“六
地”目标定位，构筑以鸭绿江流
域研究和辽东地区历史民族文
化研究为核心的新高地，激活
以小浆果培育、柞蚕丝研发等
为核心助力辽东绿色经济区建
设的新引擎，彰显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和边境国家安全的
新作为的“四新”目标。

学校以抗美援朝精神为重
点研究方向，建设全国抗美援
朝精神理论研究的学术高地。
学校成立了东北边境地区乡村
振兴研究院，为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贡献。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做足
国际合作文章；积极贯彻“一带
一路”倡议，面向亚洲、非洲各
国来华留学生开设英文授课的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纺织工程、
国际贸易等学士学位课程及汉
语言本科课程。

学校先后与俄罗斯、韩国、
日本、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
斯坦等国家的 60 多所高校建立

和保持良好的交流合作关系，
与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国立技
术大学举办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专业“4+0”国际合作项目，
与韩国友好学校开展“2+2”学
生双学位联合培养项目。学校
获批中文 国 际 教 师 奖 学 金 资
格 校 、HSK（汉 语 水 平）考 试
点 等 国 际 教 育 合 作 平 台 ，为
省 内 各 高 校 提 供 对 外 交流与
合作服务。

面向未来，辽东学院将牢
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
使命，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打好“边疆特色牌”、走好“自强
实干路”，秉持“知行并重、致用
为本”的办学理念，践行“明德
笃学、践履惟新”的校训精神，
承扬“固本安疆、自强不息”的
大学精神，坚持学术戍边、人才
固边、服务兴边，擦亮底色、彰
显特色、增添亮色，全面推动有
特色、高质量的地方应用型大
学建设。

王 阳 本报记者 陈琳琳

立足区位优势 彰显区域特色

坚持立足钢铁冶金行业底色
辽宁科技学院的前身是本溪冶金

高等专科学校，为冶金工业、钢铁行业
发展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专业技术人
才。学校加强与鞍钢等行业头部企业
合作，进一步加强与本溪这座“钢铁之
都”的合作，紧跟时代步伐。2022 年
末，学校成功加入辽宁省钢铁产业产
学研创新联盟，多次深入鞍钢集团本
钢集团及其矿业公司等企业，技术支
持涵盖冶金、机械、绿色矿山开采、人
工智能及大数据等各方面。学校一直
坚持冶金行业办学的根，从诞生起，就
将“源钢而生，因钢而立，借钢而优，顺
钢而为”融于办学治校的全过程。

坚持走应用型办学之路
2015 年以来，学校在国家引导地

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实现“四个

转到”的政策引领下，创新构建了以专
业链对接产业链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为主线，以特色产业学院和创新创
业教育体系为两翼的“一主两翼”转型
发展模式，构建了专业、产业、创新创业

“三业融合”的新工科多方协同育人机
制。围绕辽宁省产业结构调整“三篇大
文章”，把学校传统的优势学科专业做
强，把地方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做精，
把新兴交叉融合的学科专业做实，新开
设了新能源汽车、智能采矿、智能制造、
数字经济等11个新专业。推进学校“兴
辽未来工匠”培育基地建设，打造“学校

‘教授’+企业‘工匠大师’”的双导师育
人模式，把企业现场实践纳入教育教学
全过程，打通教育教学与生产实践相结
合的“最后一公里”。学校就业工作一
直居省属高校前列，毕业生就业率一直
保持在90%以上，多次被评为辽宁省就
业工作先进集体，“综合素质好、动手能

力强”“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毕业
生品牌提升了学校社会美誉度。

坚持深化产教融合发展
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

统筹推进，加强政府、高校、企业协同合
作，形成促进科技成果产生和应用的创
新链。加快融合创新之路，深化产教融
合，以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和二级
学院布局为重点，校企共同投资、共建
10 个校级产业学院和 4 个省级现代产
业学院。与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
份有限公司共建新松机器人学院，与中
科曙光公司共建曙光大数据学院，与华
为公司共建华为ICT产业学院，推动高
校与企业协同发挥创新主体作用，优化
教育教学改革，着力构建课程内容与技
术发展衔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
接、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融合的人才培
养机制。

坚持用东北抗联精神育人
立足本溪地区丰富的红色文化资

源，总结凝练了“立足红土地办学，用
东北抗联精神育人，为辽宁振兴服务，
做东北抗联精神传人”的育人特色，以
传承东北抗联精神为主线，依托“辽宁
省东北抗联精神当代价值研究基地”，
深入挖掘教育资源，构建“一个理念、一
个目标、四个维度、五个坚持、十项举
措”的红色育人工作体系。创建“一展
一馆一剧一廊”，即东北抗联精神主题
红色书画展、东北抗联精神育人筑梦空
间红色展馆、大型东北抗联精神原创
音乐剧《民族脊梁》、东北抗联精神文
化长廊“四位一体”辽科红色育人品
牌。设计红色研学线路，踏查“红色遗
址”，开展情景党建活动等，使教师和
学生双主体全员融入，教学与实践全
过程参与，校园和社会全方位联动，实

现“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互
促互进，“学校小课堂”与“社会
大课堂”融通融合，激发出学校
思政育人的“内生力”。

坚持“双创”育人全链条
学校积极探索“双创”教育实

现路径，构建项目、竞赛、活动、实
践、协同“五位一体”的创新创业
实践育人体系。成立中国药都·
辽宁科技学院大学生创业孵化园
省级众创空间，开展创业辅导、专
业孵化、企业加速器等全程企业
孵化培育体系，构建“创业苗圃—
孵化器—加速器”全程孵化链条，
助推区域智能制造产业升级。先
后荣获共青团中央大学生KAB创
业教育基地、省级大学生创业孵
化示范基地、省级众创空间、901
两岸青创联盟辽宁（本溪）双创基
地、辽宁省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
地、辽宁省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等称号。2019年至2021年连续三
年获评辽宁省众创空间优秀A类，
获得广泛认可。5年来，有1581个
竞赛项目获得国家和省级奖励。3
年总共入驻项目团队661个。

坚持对外开放办学理念
大力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坚

持国际化发展战略。与东盟和东
北亚的十余所知名高校建立稳定
合作关系。与俄罗斯鄂木斯克国
立技术大学合作举办机械设计及

其自动化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与韩国又松大学、新罗大学，
泰国梅州大学、宣素那他皇家大
学、博仁大学、格乐大学，马来西
亚彭亨大学、博特拉大学，新西兰
维特国立理工学院等先后建立了
良好合作关系。与俄罗斯维亚特
卡国立大学、鄂木斯克国立技术
大学采取双导师制联合进行硕士
生培养。

坚持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面向辽宁地方经济和社会

发展主要领域，积极推进“辽宁
科技学院服务地方能力提升计
划”，先后启动实施两个轮次的

“辽宁科技学院服务本溪发展及
东北振兴行动计划”。以东北大
市场工作站为依托，加大科技成
果转化力度，在省技术转移示范
机构年度绩效考核评价中，被评
为“优秀（A 级）”。对标本溪及
辽宁地方产业发展实际，加强钢
铁冶金、资源与环境、生物与医
药、智慧文旅和装备制造等专业
集群建设。依托学校人才技术
优势成立的本溪大材料产业应
用研究院等 10 个研究机构，积
极服务本溪“一区两县”，已经成
为地方政府重要研究咨询服务
基地。深入开展“百名教授进企
业”工程，充分发挥“智囊团”和

“思想库”作用，服务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能力持续提升。

辽宁科技学院官方微信辽宁科技学院官方网站

■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4-43164073 024-43164076（传真）
学校地址：辽宁省本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香槐路176号
学校网址：http://www.lnist.edu.cn

辽东学院智慧招生小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