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巢湖学院服务育人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巢湖学院“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

案》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具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紧紧围绕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服务育人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加强部

门联动，统筹后勤、保卫、信息化、图书馆等服务育人资源

和育人力量，合力构建旗帜鲜明、特色突出、措施有效、贴

近学生、保障有力的现代服务育人体系，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改善服务环境，丰富服务内容，增进服务能力，助力地方性

应用型高水平大学建设。

二、重点举措

（一）明确目标责任，完善服务育人机制

1.以生为本，制定服务工作标准。根据各服务岗位性质，

梳理服务育人功能，明确服务人员在聘用、培训、考核等各

环节的育人工作职责，分门别类制定服务规范和质量标准。

（责任部门：后勤处、保卫处，协作部门：办公室）

2.加强监管，助推服务“争优创先”。健全完善物业、

餐饮、学生宿舍、图书馆借阅室、保卫巡查等管理监督考核

机制，根植服务育人理念，突出服务质量和育人效果，落实

服务目标责任制。根据考核结果与个人服务先进事迹，选树



一批服务育人先进典型模范，培育一批高校“服务育人示范

岗”，唱响校园服务育人主旋律。（责任部门：后勤处、图

书馆、保卫处，协作部门：团委）

3.与时俱进，完善信息化服务建设。推进智慧校园建设，

建设校园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成学生网上服务大厅，增强

供给能力，建立健全学生反馈互动体系，畅通校园环境、服

务设施、水电保障、门卫执勤、餐饮供应、宿舍管理、医疗

卫生、心理健康等沟通渠道，及时掌握学生成长发展需要，

提供全方位、功能齐备的线上应用服务，让数据多跑路，学

生少跑路，校园学习生活“一部到位”；简化服务流程，精

准帮扶，靶向服务，提高服务质量，增强管理实效，充分满

足学生学习、生活、工作中的合理需求，在关心人、帮助人、

服务人中教育人、引导人。（责任部门：信息化处，协作部

门：后勤处、学工部）

（二）深化内外兼修，增强服务育人能力

1.实施后勤员工素质提升计划。制定细致全面的培育教

育计划，通过组织定期和不定期的餐饮、商贸、物业、宿管、

信息化等各类学习培训，提升后勤员工专业的素质和素养,

不断增强服务意识， 形成一支服务好、作风优、业务强的

后勤队伍。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于管理和服务中,主动服务，

做到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切实提高后勤保障水平和服务育

人能力，逐步形成在管理服务中育人的良好后勤育人机制。



（责任部门：后勤处，协作部门：办公室、团委）

2.建设节约型校园和绿色校园。建立节约型的校园管理

运行机制，制定校园节能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操作规范，明

确各部门节能任务与目标，将节能任务目标和工作考核挂钩，

形成校园节能人人参与、人人有责的氛围。积极开展“节能

宣传周”“宿舍文化节”等学生喜闻乐见的系列活动，融入

“节粮节水节电”“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等校园主人翁意

识，引导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加强新大门景观广场、滋澜池、清水塘、致知园、众芳

苑、泮山等校园景观绿化提升与周边环境整治，提高校园自

然景观与文化景观品位，丰富环境育人内涵。建设图书馆文

化大厅、学生公寓文化长廊、学生食堂文化餐厅等环境育人

新阵地，不断推动校园绿化、亮化、香化、美化发展，构建

“步步有景、处处育人”的新时代校园环境。（责任部门：

后勤处，协作部门：办公室、学工部、团委、国资处、财务

处）

3.加强馆藏资源内涵建设。建立馆藏文献与学校学科专

业紧密结合、知识门类较为齐全、覆盖所有学科专业、较好

满足教学科研需要的文献信息资源体系和服务体系，进一步

优化馆藏结构，优化服务空间，注重用户体验，有效满足读

者需求。不断提高文献质量，广泛走访、深入座谈，加强读

者需求的科学调研、分析和评价，为读者提供真正需要的资



源，也为馆藏资源建设指明方向，促进标准化服务迈向个性

化、人性化服务。（责任部门：图书馆，协作部门：国资处、

财务处、各二级学院）

4.搭建师生互动交流平台。建立物业、宿舍、餐饮、商

贸等线上监督管理交流群，及时将国家和学校的政策宣传给

广大学生；快速处理学生反映的问题，增强学生的信任与理

解，形成后勤与学生良性互动，强化育人效果。加强图书馆

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积极开展个性化导读，正确地引

导与指导学生多读书、读好书。利用信息化服务体系，探索

校企、校内合作模式，以项目为驱动，以创新为抓手，充分

调动师生参与信息化建设热情，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促进学

生创新创业。（责任部门：后勤处、图书馆、信息化处，协

作部门：学工部、团委、各学院）

5.推进“平安校园”建设。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建

立健全平安校园建设考评办法，将“平安校园建设”列为年

终考核指标，严格执行校园安全保卫、节假日值班、车辆管

理等制度，细化安全保卫各项防范措施，加强流动人口、暂

住人口管理，强化教学科研场所、消防器材、危化品仓库等

校园重点部位安全检查，打造安全稳定、井然有序的校园环

境。加快现代化技术手段充实安全保卫，全面落实重点部位

人防、物防、技防措施，保障学校师生的人身安全和学校财

产安全。（责任部门：保卫处，协作部门：信息化处）

（三）开展专题教育，巩固服务育人成效



1.开展大学生健康专题教育。制订健康教育教学计划，

丰富课程内容，不断探索健康教育途径，大力发挥课堂教学

主渠道作用。利用世界（全国）健康主题宣传日，开展传染

病预防、安全应急与急救等专题健康教育活动，宣传食品卫

生安全知识，倡导营养膳食和健康生活习惯，增强自我防范、

自我保护的意识，培养公共卫生意识和卫生行为习惯。（责

任部门：后勤处，协作部门：学工部、团委、各二级学院）

2.开展信息素质教育与读书月活动。加强新生入馆教育,

开设文献检索课程和文献资源培训讲座，引导师生尊重和保

护知识产权，维护信息安全。建立完善座位资源管理系统，

加强有限座位资源的信息化管理，营造优良的学习环境。组

织参加信息素养夏令营，围绕主题元素展开参观交流、讲座

论坛等多种具有创新意义的活动，提高学生信息素养水平。

举办考研规划、本科论文写作技巧、数字资源平台功能与使

用等专题讲座，组织学生参加超星杯创作大赛、“外研讯飞”

杯英文经典品读大赛等赛事，以赛促学，学以致用。

创新读书月形式，办好汤山讲坛、经典评读、主题征文、

读书沙龙等读书月系列活动，倡导与经典为伴，培养创新精

神，提升综合素质，涵养家国情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营造书香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借助图书馆读者协会，与地

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区合作开展各类实践及阅读推广活

动，了解阅读倾向与需求，培养大学生养成良好阅读习惯。

依托丰富馆藏资源，以纸质图书为主，从心理健康的角度开



具书方，引导大学生发现自身心理问题的根源，通过阅读进

行心理调适与自愈，促进学生养成独立坚强的人格意志。（责

任部门：图书馆，协作部门：团委、各二级学院）

3.加强学生安全管理及法制安全教育。全员参与学生安

全管理，明确安全责任主体，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组织学习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进一步

提高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聘请辖区派出所人员定期进校开

设法制及安全讲座，开展全民普法教育，提升师生法律素质。

强化安全教育与防灾减灾能力。组织消防法规和消防常

识培训，开展消防器材使用实践活动，提高预防和应对突发

事故能力。开展防震消防应急疏散演练等防灾减灾活动，掌

握地震、火灾等灾难自救、避险知识与方法，增强紧急避险、

防灾减灾能力，筑牢安全防范意识。（责任部门：保卫处，

协作部门：宣传部、团委、各二级学院）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分管校领导统一领导，后勤

管理与基建处牵头组织，保卫与校园管理处、信息化建设与

管理处、图书馆等部门共同参与的服务育人机制体系，后勤

部门要切实履行牵头部门工作职责，协调相关部门携手推进

服务育人工作落地落实，形成校园服务育人工作崭新布局。

（二）完善考核管理。将服务育人工作纳入各部门、各

单位考核测评体系，完善各部门、各单位服务育人考核机制，



坚持问题导向，查缺补漏，定期举办服务育人工作表彰会、

调研会、经验交流会，进一步固化服务育人工作成果。

（三）加大经费投入。设立服务育人专项经费，大力推

进平安校园建设，营造安全稳定的育人环境；深化智慧校园

建设，突出信息化服务，促进育人春风化雨；注重表彰校园

服务育人典型，发挥榜样作用，引领校园服务育人新时尚。

同时，加强服务育人平台建设，不断创建服务育人新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