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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教育协会高职与成人教育专业委员会 

数 字 化 校 园 建 设 协 作 委 员 会 文 件 
 

中建协专委数协〔2016〕1 号 

 

 

关于举办数字化校园建设协作委员会 

2016 年年会暨数字化校园建设研讨会的通知 

 

各成员单位： 

根据中国建设教育协会高职与成人教育专业委员会数字化校

园协作委员会理事会决议，2016 年 5 月 26 日在河南省郑州市召

开协作会 2016 年年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学习贯彻《教育部 2016 年教育信息化工

作要点》精神，探讨智慧时代高校校园网建设和管理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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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将交流各高职院校数字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总结协作会 2015

年工作，研讨安排 2016 年工作。参观学习兄弟院校办学成果。 

二、会议议题 

1.总结 2015 年工作，研讨安排 2016 年工作。 

2.教育信息化专家报告。 

3.研讨移动应用、数据中心的虚拟化技术、数字化校园建设、

校园网络建设经验。 

4.参观考察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三、参会人员 

1.各高职院校分管校领导、信息网络中心、教务处有关人员。 

2.中国建设教育协会高等职业与成人教育专业委员会领导。 

四、会议承办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五、会议时间 

2016 年 5 月 25 日下午报到，26 日全天开会，27 日上午离

会。 

六、会议报到地点 

河南省郑州市圣菲特花园酒店。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

区金水东路通泰路交叉口北 50 米路东。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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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1-55189999。 

七、交通路线 

1.自驾汽车：京港澳高速郑州新区站驶出，沿郑开大道-金水

东路向西（郑州市区方向）直行约 10 公里，至通泰路右转即达。 

2.乘坐火车：郑州火车站从西广场出站，换乘地铁 1 号线至会

展中心站 A 口出站，向东步行 400 米至商务外环路通泰路路口，

向南右转过桥进入通泰路，直行 400 米即达。 

3.乘坐高铁：郑州东站换乘地铁 1号线至会展中心站A口出站，

向东步行 400 米至商务外环路通泰路路口，向南右转过桥进入通

泰路，直行 400 米即达。 

4.乘坐飞机：新郑机场乘坐机场巴士（民航大酒店方向）至民

航大酒店站，向东步行 550 米至地铁交通燕庄站，换乘地铁 1 号

线至会展中心站 A 口出站，向东步行 400 米至商务外环路通泰路

路口，向南右转过桥进入通泰路，直行 400 米即达。 

5.如需接机（站），请将航班号（车次）及抵郑时间随参会回

执一并告知会务组。 

八、其它事项 

1.会务费 800 元/人，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2.请各理事单位于 5 月 22 日前将参会回执回复至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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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hxy@jsjzi.edu.cn； 

3.会议联系人 

会务联系人:甘泉；联系电话：0371-67875006、

13137109447。 

秘书处联系人：吴兆立；联系电话：0516-83996183、

13852485121。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高职与成人教育     

              专业委员会数字化校园建设协作委员会    

                                2016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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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6 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部内各司局、各直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第二次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的工作部署，我部研究制定了《2016 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

点》，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本单位工作实际贯彻执行。 

 

教育部办公厅        

2016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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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 

  一、工作思路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为引领，贯彻落实刘延东副总理在第二次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服务全局、融合创新、深化

应用、完善机制”的原则，按照“规划引领、统筹部署，巩固成果、

创新拓展，深化应用、突出重点，强化培训、示范引导”的工作方针，

全面完善“三通两平台”建设与应用，重点推动“网络学习空间人人

通”，深化普及“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加大教育信息化

培训和典型示范推广力度，为“十三五”教育信息化工作谋好篇、开

好局。 

  二、核心目标 

  一是实现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达到 95%，其中 10M 以上宽

带接入比例达到 60%以上；基本实现全国中小学都拥有多媒体教学条

件，学校普通教室全部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的城镇和农村中小学比例

分别达到 80%和 50%。 

  二是“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新增 200 万名中小学教师

参与、评选年度“优课”2 万堂；全部班级使用数字教育资源教学的

城镇和农村中小学比例分别达到 80%和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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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网络学习空间开通数量超过 6500 万，80%以上的教师和

50%初中以上的学生拥有实名空间，逐步实现“一生一空间、生生有

特色”。开展“人人通”专项培训，完成培训 11200 人。 

  四是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与 25 个以上省级平台及若 

干市县级平台互联互通，基本完成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注册用户达到 6000 万人，提供超过 500 万条的数字教育资源，初步

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各学科教学资源全覆盖。 

  五是国家和省两级教育数据中心全面完成，重点管理信息系统全

面应用。建成覆盖全国各教育阶段的学生、教师、学校资产及办学条

件数据库并实现数据“伴随式”收集、分层次开放共享。 

  六是示范推广教育信息化典型案例和经验模式，在基础教育领域

形成 30 个区域和 60 个学校示范案例，出版案例集。引导各级各类学

校开展利用信息技术转变教学模式、改进教学管理的数字校园/智慧校

园应用。 

  七是深入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完成

不少于 200 万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的专项培训。继续举办教育厅局

长教育信息化专题培训班，培训 800 人；举办高等学校教育信息化专

题研讨班。 

  八是基本完成教育行业信息系统（网站）的定级备案和第三级及

以上信息系统（网站）的测评整改，完善信息技术安全通报机制，制

订信息技术安全应急预案，信息技术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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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点任务 

  （一）加强教育信息化统筹部署 

  1. 做好教育信息化统筹规划与指导 

  印发《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贯彻落实第二次全国教育

信息化工作会议精神。指导各地进一步完善教育信息化管理体制，统

筹部署、创新机制、深化应用。（责任单位：科技司） 

  落实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和国务院有关“互联网

+”、大 

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信息惠民、宽带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等重

大战略对人才培养等工作的部署。（责任单位：科技司、相关业务司

局） 

  召开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现场会，交流推广区域整体推进“三通

两平台”经验和信息化教学应用典型案例。（责任单位：基础二司、

科技司） 

  召开边远、民族地区教育信息化推进工作现场会，研讨边远、民

族地区教育信息化推进策略和有效模式。（责任单位：科技司、民族

司、基础二司、民族教育中心） 

  （二）推进教育信息化基础支撑能力建设 

  2.加快推进中小学“宽带网络校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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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将信息化基础设施纳入学校建设标准和基本办学条件。结合

精准扶贫、宽带中国和贫困村信息化等工作，加快推进薄弱校互联网

接入，实现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达到 95%，其中 10M 以上宽带

接入比例达到 60%以上。督促各地在“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

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中重点保障农村边远地区学校信息化建设

投入，基本实现全国中小学都拥有多媒体教学条件，普通教室全部配

备多媒体教学设备的城镇和农村中小学比例分别达到 80%和 50%。

（责任单位：科技司、财务司、督导办、规划司） 

  （三）丰富数字教育资源，推进信息化教学应用 

  3.全面推进基础教育信息化教学模式普及，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

盖面 

  深入推进“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普及基础教育信息

化教学常态化应用，新增参与活动中小学教师 200 万名，新增“晒

课”200 万堂，评选年度“优课”2 万堂。启动小学英语、音乐、美

术新课标审定教材 4 年级 1 个版本资源的重新开发与整合，用好存量

数字教育资源，采取多种方式为教学应用提供服务，特别是为农村、

边远、贫困、民族地区提供免费服务。深入推进“三个课堂”建设应

用，推广“优质学校带薄弱学校、优秀教师带普通教师”模式，不断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责任单位：基础二司、中央电教馆、地

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后补助等方式，鼓励企业和社会机构根据教

育教学改革方向和师生教学需求，开发一批专业化教学应用工具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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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教育资源平台提供资源服务，推广普及应用。（责任单位：科

技司、基础二司、中央电教馆、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系统开发教师备课和学生学习的优质基础性资源，更新“人教数

字教材”，做好“数字教材”相关标准研制与应用工作。（责任单位：

人教社） 

  推动落实财教〔2013〕342 号、343 号和财教〔2014〕47 号文

件关于“满足学校信息技术和教师培训等方面的开支需求”的要求，

建立学校生均公用经费用于购买信息化资源和服务的政策措施。（责

任单位：科技司、财务司、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4.大力推进职业教育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开发与应用 

  办好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成立职业教育资源库共建共

享联盟，探索成果认证、积累和转换机制。进一步做好国家示范性职

业学校数字化资源共建共享计划。（责任单位：职成司） 

  5.加强高等教育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开发与应用 

  继续建设 800 门左右优质在线开放课程，鼓励高校广泛共享；指

导高校利用在线开放课程探索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教学方式改革；

推动中国优质在线开放课程走向世界。建立健全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主

体和课程平台的自我管理机制，落实课程建设、应用、引进和对外推

广的工作规范，对课程平台的安全、运行及服务进行规范管理。（责

任单位：高教司、思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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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建设 100 个左右的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试点开展

优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资源库建设。继续指导 CALIS 和 CADAL

项目管理中心研究项目发展和运行维护机制。（责任单位：高教司） 

  继续实施“易班”推广行动计划和中国大学生在线引领工程。会

同中央网信办推进全国高校网络文化研究评价中心建设，继续参与国

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加强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建设督导。继续推动

全国高校校园网站联盟建设，指导联盟举办“全国大学生网络文化

节”和“全国高校网络宣传思想教育优秀作品推选展示”活动。指导

开展“全国高校名站名栏评选”，着力建设一批有影响、有特色的高

校校园网络平台。（责任单位：思政司） 

  6.切实做好继续教育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开发与应用 

  出台落实取消“利用互联网实施远程高等学历教育的教育网校审

批”有关政策文件，明确审批项取消后的监管措施。继续推进高校继

续教育数字化资源开放与在线教育联盟工作，探索高校间资源共享、

学分互认，推进高校加大继续教育信息化投入，推动继续教育转型发

展。（责任单位：职成司） 

  继续推进国家开放大学云教室建设与应用。启动国家开放大学 1

万门五分钟课程建设。启动 2016 年度非统设课程、西部特色课程和

三农特色课程教学资源共建项目。启动 1500 学时视频课程学习资源

和“国家开放大学文献数据索引库”建设，完善国家开放大学远程教

育文献资 

源体系。（责任单位：国家开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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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点建设教育部老年开放大学。（责任单位：离退休局） 

  7.做好特殊需求数字教育资源和专题教育资源开发与应用 

  巩固“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成果，完成已整合资源

10%的更新提升，做好语文、品德与生活（社会）新课标审定教材 1

个年级 1 个版本资源 40%的重新开发，继续做好资源网络推送与卫星

播发，组织专家开展应用指导，利用资源开好课程。探索卫星双向应

用试点，在 200 所边远地区学校开展双向互动传送服务。（责任单位：

基础二司、中央电教馆、教育电视台） 

  完成民族地区理科基础教育数字资源建设和应用需求分析报告。

完成与新疆地区义务教育阶段新课标数学教材（1～6 年级，共 12 册）

配套的双语数字教育资源建设并开展应用。（责任单位：民族司、基

础二司、中央电教馆、人教社） 

  交流展示“中国梦—行动有我”中小学生微视频征集展播活动和

学科德育精品课程展示活动作品。在国家平台上部署优秀专题教育学

习网站资源。发布《2015 年精品专题教育社区建设与应用报告》和《国

家精品专题教育社区案例与评析》。继续开发涵盖中小学各年级的法

治教育数字资源。（责任单位：基础一司、政法司、中央电教馆） 

  8.推动中华语言文字和优秀文化的传播与推广 

  启动全球汉语汉字和中华传统文化学习网络平台建设。开展“中

华经典资源库”数字化工作，完成第一期资源库网络发布。开展中国

语言资源采录与展示平台建设。完善普通话水平测试信息化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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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智能化测试试点。启动语言文字数字博物馆建设。（责任单位：

语用司、语信司、人教社） 

  加强网络孔子学院建设，进一步丰富网络汉语教学资源，优化在

线课程平台，实现网站注册总人数超过 1000 万人、注册学员 60 万人、

在线课程 30 万节，与 5 家海外孔子学院合作开展 O2O 教学。（责任

单位：国家汉办） 

  （四）扩大网络学习空间应用覆盖面 

  9.大力推进“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 

  督促和指导各地和各级各类学校积极利用成熟技术和平台，统筹

推进实名制、组织化、可管可控的网络学习空间建设，80%以上的教

师和 50%初中以上的学生拥有网络学习空间。鼓励教师应用空间开展

备课授课、家校互动、网络研修、学习指导等教学活动；鼓励学生应

用空间开展个性化学习、自主学习、协作学习，逐步实现“一生一空

间、生生有特色”；鼓励学校应用空间开展教师考核管理、班级组织

管理、学生综合评价、教学综合分析。（责任单位：科技司、基础二

司、职成司、高教司、教师司、中央电教馆、国家开放大学） 

  举办“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专题研讨班，组织不少于 200 名教

育行政部门管理人员交流研讨网络学习空间的推进机制、应用模式和

经验。（责任单位：科技司、人事司） 

  与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联合启动实施“网络学习空间

人人通”专项培训，计划培训职业院校校长 1000 人、骨干教师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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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小学校长 2000 人、骨干教师 6000 人。（责任单位：科技司、

中央电教馆） 

  （五）完善教育资源云服务体系，提升资源服务能力 

  10.统筹推进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印发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服务指导意见、资源平台 

互联互通办法。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与 25 个以上省级平台

互联互通，平台体系汇聚覆盖义务教育阶段各学科主流教材的数字教

育资源，服务教师、学生、家长总量达到 6000 万人，基本形成国家

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开展国家平台应用培训和推广。完成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教育云规模化应用示范”项目建设。（责任单位：科技

司、中央电教馆） 

  （六）深入推进教育管理信息化 

  11.完善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与服务 

  完善国家级教育数据中心建设，基本完成省级教育数据中心建设。

实现国家级和部分省级数据中心异地灾备。做好已建管理信息系统运

行维护，推动各系统整合与全面应用，基本建成覆盖全国各教育阶段

的学生、教师、学校经费资产及办学条件数据库，并实现数据的“伴

随式”收集、分层次开放与共享。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开始面向政

府部门、学校、师生和社会公众提供服务。（责任单位：教育管理信

息中心、相关业务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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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订《教育数据管理办法》，规范各类教育基础数据的采集、存

储、共享、发布和使用。完善《学校（机构）代码管理办法》与相应

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全国教育机构“一校一码”，实现学校设立、变

更和中止的全过程管理。继续推进教育统计基础数据库试点工作。完

善“国家教育科学决策服务系统”建设与服务，推进省级应用。（责

任单位：规划司、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加快推进高考综合改革网上录取系统升级，确保试点省份录取工

作顺利进行。（责任单位：学生司） 

  深化中外合作办学监管信息平台和学校校园网应用，公示办学信 

息，加强学校办学自律。（责任单位：国际司） 

  做好中国教育经济信息网（CEE）信息系统运行维护与服务。（责

任单位：经费监管中心） 

  推进教育考试综合管理系统的开发和相关实施工作。（责任单位：

考试中心） 

  12.推动各级各类学校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充分发挥地方与学校积极性与主动性，引导学校围绕教育教学和

班级、教师、学生、教务、后勤组织管理及家校互动等方面，开展利

用信息技术转变教学模式、改进教学管理的数字校园/智慧校园应用。

（责任单位：科技司、基础一司、基础二司、职成司、高教司，地方

教育行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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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开展“职业教育百所数字校园建设实验校”项目及《职业院

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推广工作，组织培训交流，规范和推动职业院

校数字校园建设。（责任单位：职成司、中央电教馆） 

  13.加快电子政务建设 

  完善教育电子政务内网，开展教育部电子公文安全可靠应用试点。

推进密码应用工作，完成教育安全认证应用支撑体系建设，实现教育

数字身份认证、数据加密、电子签章签名等应用服务。建设教育部网

上行政审批平台，实现教育行政审批网上预受理和预审查。启动建设

教育政务信息资源库、教育网站信息采编共享平台。（责任单位：办

公厅、政法司、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七）持续做好教育信息化培训 

  14.深入推进实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落实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开展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测 

评，把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纳入到师范生培养和教师、校长的考核

评价体系。深入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建设 500 学时的优质网络课程，征集加工 200 件优质培训微课程，把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教学培训紧密结合，完成不少于 200 万名中小学、

幼儿园教师的专项培训。推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实验区建设经验。

（责任单位：教师司） 

  15.开展管理干部教育信息化专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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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举办教育厅局长教育信息化专题培训班，以新任教育局长为

主，计划培训 800 人；举办高等学校教育信息化专题研讨班，计划培

训 150 人。（责任单位：科技司、人事司） 

  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继续开展本地区教育信息化管理干部专题

培训工作，推进教育信息化深化应用、融合创新。（责任单位：地方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八）加快推进地方教育信息化工作 

  16.推动教育信息化应用典型示范 

  总结教育信息化试点工作经验，结合各地推荐优秀案例，遴选一

批覆盖不同地区、不同学段、不同类型、不同应用模式的示范点，组

织专家重点指导，培育一批能够发挥示范辐射带动作用的骨干学校、

教师、课程，加以推广；在基础教育领域形成 30 个区域和 60 个学校

示范案例，出版案例集。鼓励各地积极开展典型示范工作，加快推广

以信息化手段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的教育教学模式。（责任

单位：科技司、基础二司、职成司、高教司、教师司、地方各级教育

行政部门） 

  17.分层推进教育信息化工作 

  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做好本地区教育信息化“十三五”工作安

排，统筹推进各级各类教育的信息化工作。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统

筹推进的基础上，着力加强对本地薄弱地区、薄弱学校与教学点的支

持力度；在有效对接国家平台的基础上，着力建设具有地域特点的资

源平台和管理平台，加强对区域内教育教学、管理决策和公共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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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支撑。地市、区县教育行政部门着力加强对学校信息化建设、

应用的指导，督促学校大力开展信息化教学，指导广大师生在日常教

学和学习活动中有针对性、创造性地深度应用各类信息技术手段，同

时加大对校长和广大教师的培训力度。各级各类学校要主动把教育信

息化纳入本校总体规划，制订教师培训与应用目标，在教学和管理方

面充分发挥教育信息化作用。（责任单位：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九）推进教育行业网络安全工作 

  18.加强教育行业信息系统（网站）安全防护 

  落实《教育部 公安部关于全面推进教育行业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

作的通知》，基本完成教育行业信息系统（网站）的定级备案和第三

级及以上信息系统（网站）的测评整改。（责任单位：科技司、教育

管理信息中心、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19.提升教育行业信息技术安全保障能力 

  按照分级管理、逐级负责的原则，健全信息技术安全通报机制，

完善信息技术安全工作管理信息系统，加强对信息技术安全工作的统

筹管理。研究制定信息技术安全应急预案。加强对信息系统（网站）

的监测和预警能力，开展信息技术安全评估。面向部直属单位、直属

高校和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信息技术安全支撑部门负责人开展安全

管理和技术培训，计划培训 200 人。（责任单位：科技司、教育管理 

信息中心、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十）完善教育信息化支撑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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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完善多方参与的教育信息化推进机制 

  探索建立政府和市场作用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教育信息化推进

机制。教育部续签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的战略合作协议，全面深化

与三大电信运营商的合作。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与基础电信运营

企业合作，鼓励社会力量积极支持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应用。（责任单

位：科技司、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21.开展教育信息化专项督导 

  开展针对“十二五”教育信息化工作的专项督导，面向社会公开

发布督导报告。（责任单位：督导办、科技司） 

  22.加强教育信息化战略支撑能力 

  推动教育信息化研究基地建设。继续支持教育信息化战略研究和

标准规范研制。充分发挥教育信息化专家组等专家机构的作用。继续

发布教育信息化年度发展报告、教育信息化国际进展报告，组织编制

教育信息化应用案例集锦。（责任单位：科技司） 

  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信息化发展状况监测、评估指标与方法

实证研究”、教育信息化专项督导评估指标体系研究。启动未来学校

研究计划。（责任单位：中国教科院） 

  研究制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信息化设备配备标准、运维制度与管

理机制。完成《基础教育教学资源元数据》规范等的研发、培训和推

介，编制交互式电子白板等教学设备教学功能规范。（责任单位：基

础一司、基础二司、装备中心、中央电教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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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深化教育信息化国际交流与合作 

  积极参与实施首届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青岛宣言》，深化与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落实教育信息化合作备忘录，积极参加教育

信息化领域的准则性文件制定、教材开发、典型案例推广等国际活动。

（责任单位：教科文秘书处、科技司、国际司） 

  24.加大教育信息化宣传力度 

  充分运用各类媒体、通过多种方式，深入宣传教育信息化工作。

《中国教育报》进一步加大报道力度。中国教育电视台充分发挥全媒

体多平台传播优势，为推进教育信息化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责

任单位：科技司、新闻办、教育电视台、教育报刊社） 

 

 

 

 

 

 



22 

 

 

 

 

 

二、领导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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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教育协会高职与成人教育专业委员会 

数字化校园建设协作委员会 2016 年年会工作报告 

数字化校园建设协作委员会主任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2016．5．25） 

今天，我们在美丽的郑州召开中国建设教育协会数字化校园

建设协作委员会，共同回顾一年来的工作，安排 2016 年工作。 

一、过去一年的工作回顾 

作为学校公共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数字化校园的建设越来

越重要，建设任务越加繁重。目前，院校对加强数字化校园建设

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提高，投入也在不断加大。这样的发展趋势

和背景下， 2014 年 11 月 29 日，中国建设教育协会数字化校园

建设协作会成立大会暨信息化教学论坛在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隆重举行，中国建设教育协会副理事长、高职与成人教育专业委

员会主任、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王凤君教授，中

国建设教育协会副理事长、江苏省建设教育协会秘书长、江苏省

住建厅培训处陈曦处长，徐州市教育局李清副局长，中国教育技

术协会仿真技术专业委员会于双和秘书长等来自全国 38 所高职

院校、11 家企业的 80 余名领导、专家、代表莅临徐州参加会议。

大会通过了《数字化校园建设协作委员会工作条例》。选举产生

吴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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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一届协作会委员主任、副主任单位、常务理事和秘书长。大

会邀请了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张一春教

授，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仿真技术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博士生导师

于双和教授作了两场教育信息化专题报告。 

协作会成立一年多，紧密围绕工作目标，主动联系各成员单

位，积极推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 

一是研究加强秘书处工作。为了加强秘书处的工作，协作会

主任单位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秘书处工作，就人员分工、会

议简报制作、协作会网站建设、年度工作计划、各副主任单位分

工、协作会定位、各校建设成果汇编等工作展开研究和部署。聘

请了 8 家副秘书长单位。  

秘书处按照要求，认真落实各项任务。首先制定了 2015 年

工作要点。围绕协作会成立之初的工作目标，秘书处经过充分酝

酿，结合当前实际，与各成员单位沟通后，在征求意见和调研的

基础上起草了协作会 2015 年度工作要点并下发。2014 年年底，

协作会网站正式开通，及时发布国家、行业、高校信息化建设政

策、案例信息等。2015 年发布了四期简报，派人参加观摩了山东

城市建设职业学院举办的首届全国高等职业院校教师建筑施工类

课程信息化技能竞赛，调研了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和淄博职业技术学院

在数字化校园建设方面工作做法和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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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积极争取上级部门的指导和支持。2015 年 5 月 29 日至

30 日，中国建设教育协会高职与成人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委会第四

次扩大会议在广西南宁召开，协作会主任应邀出席会议，就开展

的调研工作、网站建设、共享平台建设、简报制作以及工作要点

编制等工作进行了汇报。与会代表对协作会半年来开展的工作给

予较高评价。专委会表示对协作会 2015 年重点工作予以支持与

推动。今天王凤君书记在百忙中参加 2016 年年会足以说明专业

委对写作会的重视和支持。 

三是积极筹备召开 2016 年年会。结合各学校的工作实际，

秘书处与各成员单位积极沟通协商，联络筹备 2016 年年会的召

开。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给予了大力支持，承办了此次会议。

为了办好会议，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与秘书处积极沟通、落实

日程、邀请专家，精心筹备此次年会，为促进协作会会员之间的

沟通和交流搭建平台。 

二、2016 年的工作安排 

    一年来，协作会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得到了各成员单位的大力支持，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我们也清

醒的认识到，我们的工作与当前信息化发展的需求还有差距，我

们的努力与成员单位对协作会的期待还有差距，除此之外，协作

会刚刚成立，运作机制还需不断完善，各项工作还需得到大家的

支持和理解。2016 年，协作会将从巩固基础、完善机制、拓展功



26 

 

能、服务成员单位等方面继续推动工作。 

一是进一步推进各牵头单位的工作落实。协作会成立之初，

我们确立了对成员院校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总则和总体目标，并拟

定了对成员院校信息化建设的分阶段实施方案。 

（1）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承担数字化校园调研，负责相关

院校数字化校园成熟方案、经验、实施办法的调研、采集和发布。 

（2）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承担数字化校园建设与管理的理

论和实际问题的探索，数字化校园的科学规划和发展的相关制度

采集和发布，实现高职教育更好地为地方经济和行业服务。 

（3）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承担

数字化资源应用类信息采集及发布。 

（4）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承担协作会的机制建设、宣传活

动、共享平台（高校、企业，包括校校共享、校企共享的案例）

的建设，负责协作会日常工作开展、编辑发布简报、组织专项活

动。同时加强制度建设，积极对接全国教育信息化相关委员会。

协作会要与全国教育信息化其他相关委员会加强合作交流，如对

接教育部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

育信息化分会等，有效地利用这个平台，推动教育信息化的改革

与发展，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分享，推动各项资源的开发与协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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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进一步加强网站建设，搭建网上交流平台。进一步加强

和完善网站建设，为协作会搭建展示、合作、交流的网上家园。

一是继续丰富已有的栏目。二是建设资源共享平台，实现院校、

企业资源收集、对外发布，丰富校企合作内容。三是建设赛事组

织专栏，定期发布国内外相关赛事组织，协作会今后组织的赛事

均通过该栏目对外发布。四是建设行业企业专栏，发布行业企业

最新信息和成果，为高校的数字化建设提供参考。五是建设留言

薄，继续完善互动、督促和推进功能。 

三是继续加强沟通交流，保持信息互通共享。继续办好简报，

及时收集和宣传各会员单位的成功做法和宝贵经验。加强与各委

员单位之间的沟通，就协作会校校共享、校企共建、服务校地的

新思路征询会员单位的意见和建议。积极探索建立会员单位间的

协商机制。 

四是开展校际课题研究，实现成果共享。“十三五”期间，

我国的信息化建设将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我们今年将重点

围绕新形势下网络空间安全实现，校内教学资源库建设、应用与

校际共享，网络信息化服务校园管理研究与应用等问题开展校际

课题合作，进行技术攻关，解决遇到的共性难题，实现成果共享。 

五是筹备 2017 年年会。积极争取会员单位的大力支持，落

实 2017 年年会筹办工作。提前谋划，确定会议主题，力争 2017

年年会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成效更加务实。统筹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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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会务组织、接待和后勤保障等工作。 

    各位成员、同志们，数字化校园建设是推进高职实现教育现

代化的重要途径，是高职院校都将面临的共同任务，在迅猛发展

的信息化趋势中，我们希望与更多高职院校携起手来，建立合作

协商机制，共同提高数字化校园建设的成效。“众人拾柴火焰高”，

有了在座各位成员单位的共同努力，我们有信心开展好协作会的

各项工作，实现既定目标，我们将积极发挥协作会的功能，为各

家高职院校健康持续发展提供积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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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建设教育协会高职与成人教育专业委员

会数字化校园建设协作委员会 2016 年年会暨

数字化校园建设研讨会上的讲话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陈丙义 

(2016.5.26) 

尊敬的王书记、吴书记、朱院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同志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中国建设教育协会高职与成人教

育专业委员会数字化校园建设协作委员会 2016 年年会暨数字化

校园建设研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学习贯彻《教育部 2016 年

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这次会议为大家深入探讨智慧时代高校

校园网建设和管理提供了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这将对于全面

贯彻落实教育部的任务和要求、推动各高校特别是我们高职院校

“十三五”教育信息化工作谋篇开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

我谨代表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对参加会议的专家、与会代表表

示热烈的欢迎！对数字化校园建设协作委员会及各与会单位为这

次会议的举办给予大力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这次会议，对我们高职院校来说，是非常及时、非常重要的。

教育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重点，是教

育改革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撑和推动力，教育信息化已经成为 21 世

纪世界教育发展的鲜明时代特征。教育信息化推动了教与学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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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革命”，在信息化条件下，个性化学习、自主学习等新型学习

模式，微课程、翻转课堂等新型教学模式，不断推动着教育的理

念创新、管理创新和质量提升。 

对于高职院校来说，教育环境、教育理念、教育目标，都在

教育信息化中发生变革。不管是从自身发展的角度，还是教育信

息化发展的大趋势，都需要我们高职院校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来

构建数字化校园。数字化校园建设不仅是实现教学、科研、管理

及服务手段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人才培养观念和教育理念的更

新变革。以高性能校园网为基础，实现电子教务管理、电子校务

管理、电子科研管理、教学资源管理、后勤服务管理的全面整合，

达到信息化增值服务的目的，这是我们高职院校建设数字化校园、

向智慧校园迈进的必由之路。 

作为学校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和长期性的工作，作为学校改

革与发展战略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数字化校园该如何推进、该

如何发展，这是我们高职院校改革和建设必须面对的问题。信息

化教学资源建设、课程教学平台建设、全过程精细化的管理信息

系统建设、网络软硬件建设等等一个个课题都需要我们认真思索、

广泛研究、积极实践。所以，今天，我们借助数字化校园建设协

作委员会 2016 年年会这个平台，认真交流，共同探讨，全面提

升。 

这次会议在我校召开，是大家对我们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信任

和鼓励。大家来参加会议，有些同志第一次来郑州，郑州是河南

省政治、经济、教育、科研、文化中心，是中原经济区建设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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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中华人文始祖

轩辕黄帝故里，商朝都邑，中国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和国家

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郑东新区是郑州市规划建设中的一个城市

新区，2000 年 6 月，时任河南省长李克强同志提出加快开发郑东

新区。2002 年 12 月，在世界建筑师联盟年会上，郑东新区规划

荣获中国首个“城市规划设计杰出奖”。2003 年 1 月 20 日，以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工奠基为标志，CBD 建设正式启动。截至

2015 年底，建成区面积达到 115 平方公里，入住人口达到 120

万人。 

郑东新区 CBD（中央商务区）是一个集商务、办公、住宅、

观光、休闲和研究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城市环形建筑群。国际会

展中心、河南省艺术中心和郑州宾馆等标志性建筑布列其中。金

融、会展、商务、文化中心作用日益明显。CBD 的中心湖通过运

河与 CBD 副中心的湖泊公园相连接，船舶、游艇穿梭其间。高层

建筑林立的环形城市使 CBD 成为世界上独具匠心的新型城市中

心区。郑州国际会展中心成功承办了多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展会，

为郑州会展经济的腾飞创造了新的契机。2015 年 12 月 14 日至

15 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四次会议在郑州市举行。经

过十多年建设，郑东新区已成为中部地区国际化新城的一个标杆

和缩影。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位于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地处郑州

市的西部，是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直属的全省唯一一所建筑

类高等职业院校，是河南省高等职业教育品牌示范院校建设单位，

http://baike.baidu.com/view/66448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448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02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51928/142654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325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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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建设行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单位和河南

省建筑职教集团理事长单位, 连续三年荣获“河南高等教育就业质

量最佳示范院校”荣誉称号。 

学校设有土木工程系、建筑系、工程管理系、设备工程系、

建设信息工程系等 8 个教学系部，开设专业全方位涵盖了建设行

业的 40 个专业，两个省级名师工作室。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1.6 万

人，教职工 647 人，其中专任教师 408 人，高级职称教师 100

人，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 6 人，省级职业教育教学专家 4 人，省

级学术技术带头人 11 人，省教学名师 1 人，具有国家注册建筑师、

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建造师、注册造价师、注册设备工程师等

资格双师素质教师 300 余人。校区占地 626.2 亩，建筑面积 30

余万平方米，其中实验实训场地 3.9 万平方米。实现了校园无线

网络全覆盖。建有 52 个校内实验、实训场所。院属建筑规划设计

室、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国家职业技能鉴定站、物业公司等科

研生产机构、社会服务机构及 126 个稳定的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就业率连年保持在 95%以上。已经成为中职、高职和应用本科贯

通培养、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和社会培训于一体的建筑职业教育

基地。再此，我代表学校真诚欢迎大家前来指导交流。 

同志们，本次会议由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承办，在服务方

面有不到之处恳请各位领导专家批评指正。 

最后，预祝本次年会暨数字化校园建设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祝大家在郑期间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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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锡涛《加强平台建设提高质保水平—建立与完善校本数据管理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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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彭成磊《中大规模混合式互动教学方法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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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何光碧《浅谈共享数据中心建设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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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郑日忠《校园信息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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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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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教育协会高职与成人教育专业委员会 

数字化校园建设协作委员会 2016年年会 

暨数字化校园建设研讨会 

会 

议 

指 

南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年 5 月 25 日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简介 



58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河南建院)是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直属的全省

唯一一所建筑类高等职业院校，是河南省高等职业教育品牌示范院校建设单位和国家中

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河南省建设行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单

位和河南省建筑职教集团理事长单位, 连年荣获“河南高等教育就业质量最佳示范院校”

等荣誉称号。2015 年 11 月，经省教育厅批准，撤销河南建筑工程学校，整体并入河南

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集中力量办高等职业教育。 

60 年的办学历程中，学院向省内外建设行业和各行各业的建设领域输送了成千上万

的优秀人才，成就了一大批建设决策管理者和大型建筑企业的领军人物。学院与省内外

建设规划、勘察设计、工程施工与管理、市政工程建设与管理及各行各业的建设与管理

部门和企业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为学生的学习、就业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学院设有土木工程系、建筑系、工程管理系、设备工程系、建设信息工程系等 8 个

教学系，开设专业全方位涵盖了建设行业的 37 个专业，已建成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

价、建筑装饰技术三个省级特色专业，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建筑装饰技术、楼宇

智能化工程技术等四个专业为河南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省教育厅批准成立了建筑工程

施工专业秦继英工作室、工程造价专业王辉工作室两个技能名师工作室。学院现有全日

制在校生 1.6 万人，已经成为中职、高职和应用本科贯通培养，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和

社会培训于一体的建筑职业教育基地。 

    学院拥有一支高素质师资队伍，现有教职工 647 人，其中专任教师 408 人，高级职

称教师 100 人，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 6 人，省级职业教育教学专家

4 人，省级学术技术带头人 11 人，省教学名师 1 人，具有国家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

程师、注册建造师、注册造价师、注册设备工程师等资格双师素质教师 300 余人。 

    学院教学实践条件优越，校区占地 526 亩，建筑面积 20 余万平方米，其中实验实

训场地 3.9 万平方米。图书馆藏书 55 万册，中外文期刊 720 种，实现了校园无线网络

全覆盖。建有 52 个校内实验、实训场所，126 个稳定的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学院与省内

外数百家用人单位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校企合作关系。“高质量、高就业、高成才”已成

为学院人才培养的响亮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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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参会来宾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 

您好！欢迎您莅临郑州，参加中国建设教育协会高职与成人教育专业委员会数

字化校园建设协作委员会 2016 年年会暨数字化校园建设研讨会。为做好会务及服务

工作，保证会议取得圆满成功，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1.请与会代表凭参会证，按照会议日程安排准时参加各项活动。 

2.就餐：参会代表早、中、晚餐均为自助餐，凭宾馆餐劵就餐。 

3.与会代表要注意人身安全和财务安全，爱惜房间物品，有事请及时与会务组

联系。 

4.与会代表统一乘车参加会议活动，进入会场按席卡或指定区域入座。 

5.会议结束后，如需续住，请先告知会务组。退房时凭房卡、押金单自行到总

服务台办理相关手续。 

6.与会代表如对餐饮有特殊要求（清真、素食等），请提前告知会务组。 

7.网络使用：(1)、圣菲特花园酒店无线网络 SSID：SFT；密码：55189999； 

（2）、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无线网络 SSID：HNJS-TEC； 

用户名：VIP010-060；密码：66668888； 

8.会务工作机构及联系方式： 

会务协调：甘泉   手机：13137109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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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书 处：吴兆立  手机：13852485121 

会议期间，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服务，祝您在郑州工作、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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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教育协会高职与成人教育专业委员会 

数字化校园建设协作委员会 2016 年年会 

暨数字化校园建设研讨会日程安排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 地  点 

5 

月 

25 

日 

下午 报    到 

秘书处 
圣菲特花园 

酒店二楼餐厅 17:30-19:00 自助晚餐 

20:00-21:00 

常 

务 

委 

员 

会 

议 

通报年会筹备工作情况 

吴光林 
圣菲特花园 

酒店会议室 

审定年会议程 

通过协作委员会工作报告 

研究协作会自身建设 

协商 2017年年会承办学校 

5 

月 

26 

日 

7：00-8：00 早   餐  
圣菲特花园 

酒店二楼餐厅 

8:30-9:40 
工作

会议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领导致辞 

朱向军 

圣菲特花园 

酒店第一会议

室（六楼） 

专委会主任王凤君同志讲话 

总结安排协作会工作 

9:40-10:00 合    影 秘书处 

10:00-11:40 
主题

报告 

《加强平台建设  提高质保水平

__建立与完善校本数据管理系

统》 

 (何锡涛教授 教育部《诊断与改

进》专家) 

朱向军 

12:00-13:00 午    餐 秘书处 圣菲特花园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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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二楼餐厅 

14:30-14:50 合    影（备） 秘书处 河南建院 

14:50-15:50 参观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办学条件 秘书处 河南建院校园 

16:00-17:10 论坛 

《中大规模混合式互动教学方法

与实践》   南京大学  彭成磊教

授 

石建平 
河南建筑学院

报告厅 

《浅谈共享数据中心建设的重要

性》 黄山学院  何光碧高级工

程师 

《校园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计对策》  河南建院  郑日忠主

任 

17:30 晚    餐 秘书处 河南建院餐厅 

5 月 

27日 
离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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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郑州天气情况 

日  期 

5 月 25 日 

星期三 

5 月 26 日 

星期四 

5 月 27 日 

星期五 

气  象 多云 阴有阵雨 小雨 

温  度 21℃~31℃ 18℃~26℃ 17℃~22℃ 

风  力 微风 微风 微风 

体  感 热 舒适 舒适 

紫外线 强 弱 弱 

空气质量 良 良 良 

（数据来源：墨迹天气） 

 

 

 

 

 

会议酒店地点及交通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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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市圣菲特花园酒店。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通泰路交叉口北 50米路东。联系

电话：0371-55189999。 

◎交通路线 

1.自驾汽车：京港澳高速郑州新区站驶出，沿郑开大道-金水东路向西（郑

州市区方向）直行约 10公里，至通泰路右转即达。 

2.乘坐火车：郑州火车站从西广场出站，换乘地铁 1号线至会展中心站 A

口出站，向东步行 400米至商务外环路通泰路路口，向南右转过桥进入通泰路，

直行 400米即达。 

3.乘坐高铁：郑州东站换乘地铁 1号线至会展中心站 A口出站，向东步行

400米至商务外环路通泰路路口，向南右转过桥进入通泰路，直行 400米即达。 

4.乘坐飞机：1)新郑机场乘坐机场巴士（民航大酒店方向）至民航大酒店

站，向东步行 550米至地铁交通燕庄站，换乘地铁 1号线至会展中心站 A口出

站，向东步行 400米至商务外环路通泰路路口，向南右转过桥进入通泰路，直

行 400米即达。2)新郑机场乘轨道交通快线制郑州东站，换乘地铁 1号线至会

展中心站 A口出站，向东步行 400米至商务外环路通泰路路口，向南右转过桥

进入通泰路，直行 400米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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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教育协会高职与成人教育专业委员会 

数字化校园建设协作委员会人员名单 

（2016 年 5 月）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邮箱地址 备注 

1 上海电机学院 何锡涛 教授   13916015383 hexitao315@126.com  

2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王金旭 网管主任   17702245037 cjxxwjx@163.com  

3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王瑞鑫 教务处副处长   18686051897    

4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张海霞 信息网络中心副主任   13074708609    

5 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石建平 副院长   13325557330 sjp640630@163.com  

6 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侯贤兵 副处长   18999169323 81741102@qq.com  

7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徐顺清 教育技术中心主任   13861026391    

8 大连通科应用技术有限公司 王  慧 经理   15242687786 tongkewh@126.com  

9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涂  辉 科员   15952265697 tuhui@mail.xzci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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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张正风 网络中心主任   15605200051 lqxxzsw@163.com  

11 江苏省徐州技师学院 张永良 信息中心老师   15365885611 26982541@qq.com  

12 江苏安全职业技术学院 蒋  栋 
 

  15162221283    

13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钱  荣 教务处副处长 0516-83430274 13852153220    

1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姜大从 网络中心主任 0516-83430274 15052010555 jiangt118@139.com  

15 湖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陈继华 网络中心主任 027-81326806 18971457706 chenjihua@hbucvc.edu.cn  

16 南京大学 彭成磊 教授        

17 黄山学院 何光碧 高级工程师        

18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郑日忠 主任   13213060552    

19 腾讯公司 薛华东 经理   13770714486    

20 成都康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蔡乐飞 经理   15956969088    

21 上海西默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张海洋 经理   18736017281    

22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程茂堂 教师   13563270437 124107124@qq.com  

23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李广云 宣传信息处处长   13563282668 Sy6904@163.com  

24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高朝营 
 

  13562207285 Tzgchy@163.com  

mailto:lqxxzsw@163.com
mailto:jiangt118@139.com
mailto:Sy690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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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朱向军 院长 0731-5866832 15207325257 183208358@qq.com  

26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曾  懿 党政办主任   13016176632    

27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马  亮 信息技术中心副主任   18007322680    

28 中国矿业大学 边永涛 
图文信息中心网络部

副主任 
0516-83592121 18905200968 280835790@qq.com  

29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贾海天 工程师   13915730439 htjia@szjm.edu.cn  

30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蒋达央 主任   13401373444 19520461@qq.com  

31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吴立芝 网络中心副主任   13929535076 wulizhi@gdcvi.net  

32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陈  斌 领导，职务待核实        

33 上海建峰职业技术学院 沈进超 信息中心副主任   18930581122 101146701@qq.com  

34 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 沈超颖 办公室主任   15996889822 shency@xzmvc.net.cn  

35 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 徐  亮 网络管理员   13852430370 xul@xzmvc.net.cn  

36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王凤君 党委书记        

37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赵  研 副院长   hcczhaoy@sina.com  

38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吴光林 党委书记 0516-83996101   glwu@jsjzi.edu.cn  

39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曾凡远 副院长 0516-83996103   fyzeng@jsjzi.edu.cn  

mailto:183208358@qq.com
mailto:glwu@jsjzi.edu.cn
mailto:fyzeng@jsjzi.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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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李存健 党政办公室主任 0516-83889000 13685179008 cjli@jsjzi.edu.cn  

41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王宗祥 
继续教育与国际交流

学院院长 
0516-83889138 13605206158 zxwang@jsjzi.edu.cn  

42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戚海永 教务处 0516-83996025 18796389966 hyqi@jsjzi.edu.cn  

43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吴兆立 信息与网络中心主任 0516-83996183 13852485121 wzl@jsjzi.edu.cn  

44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翟靖轩 信息与网络中心 0516-83889165 13505212870 jxzhai@jsjzi.edu.cn  

45 菏泽家政学院 季保启 信息与网络中心   13853065236    

46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陈丙义 院长        

47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甘  泉 党政办副主任   13137109447    

48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王  巍 教育信息技术中心        

49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陈  璐 党政办   18203975557    

50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黄  帅 党委宣传部        

51 课立方科技有限公司 杨福林 总经理助理 
 

18500208655 
 

 

52 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 孙庚新 信息中心副主任  18522797551   

53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朱  明 信息办主任 021-68029015  13917968590  

54 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陈多泽 讲师 0951-2138139 18995189600 66124010@qq.com  

mailto:cjli@jsjzi.edu.cn
mailto:zxwang@jsjzi.edu.cn
mailto:hyqi@jsjzi.edu.cn
mailto:wzl@jsjzi.edu.cn
mailto:jxzhai@jsjzi.edu.cn
mailto:6612401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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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魏少新 总督学 0931-2391530 18993298568 912563625@qq.com  

56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李君宏 教务处长 0931-2390119 13609311086 lijunhong505@163.com  

57 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徐展刚 副院长  18997039976 3012846350@qq.com  

58 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程  龙 网管中心主任  18997122086 qhjychl1234@126.com  

59 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张  捷 网络中心 0351-5637897 13623659894 115028974@qq.com  

60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梁欣然 信息中心技术员  13877103881 25412238@qq.com  

61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小敏 建工学院副院长 0575-88009405 13957505272   

62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  静 办公室主任 0575-88009378 13957590570 362637511@qq.com  

        

        

        

        

 

 

mailto:912563625@qq.com
mailto:lijunhong505@163.com
mailto:3012846350@qq.com
mailto:qhjychl1234@126.com
mailto:115028974@qq.com
mailto:25412238@qq.com
mailto:36263751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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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年会安排 

数字化校园建设协作委员会 2017 年年会初步确定在新疆建设职业技

术学院召开。 

 

 

秘 书 处 联 系 

数字化校园建设协作委员会秘书处设在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吴兆立，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信息与网络中心副主任。 

电 话：0516-83996183；移动电话：13852485121； 

E-mail：wzl@jsjzi.edu.cn 

网 址：http://szhxy.jsjzi.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