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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笔者从莆田学院招生办获悉，2019 年莆田

学院普通本科生计划招收 5520 人，其中高职招考 80

人，普通高考 5440 人；文史类 831 人，理工类 4109 人，

艺术类 360 人，体育类 140 人。其中，莆田学院本科临床

医学专业将安排本一批次招生。

据介绍，莆田学院今年计划招收的本科生中，计

划面向省内招收 4332 名，其中包括专门面向莆田市生

源招收的 600 名 （报考面向莆田的考生必须具有莆田

市户籍且在莆田市报名并参加高考）；与台湾高校联合

办学的闽台合作项目招收 180 名，今年合作的 5 所台

湾高校分别是台湾清华大学、嘉南药理大学、朝阳科

技大学、弘光科技大学、大同大学。合作专业分别是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休闲体育专业、工艺美术专业、

护理学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与美国新

奥尔良大学联办的中美合作项目招收 60名；定向县级

医院本科层次临床医学专业招收 90 名，该项目主要是

面向漳州、三明、南平、龙岩、宁德及平潭综合实验

区等地市生源定向招生，该项目学生实行定向培养，

考生在录取后与县级医院签订定向培养协议，考生毕

业后按定向培养协议就业，考生报到时必须持定向培

养协议入学，未签订协议者，取消录取资格。

另据悉，今年莆田学院面向省外招生省、市、自

治区数量由去年的 17 个增加到 18 个，新增山东。莆

田学院今年继续面向莆田招收公费师范男生，招生人

数为 100 名（小学教育 80 名和学前教育 20 名），公费

师范男生在校学习期间免缴学费、住宿费；此外，今

年莆田学院第一年面向全省招收定向委培师范生 150

名：小学教育专业 70 名，学前教育专业 50 名，英语

专业 30 名。定向委培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需要缴纳学

费，学生毕业后到莆田从事教育工作 5 年 （含 5 年）

以上的，每人一次性补助生活费 3 万元，由委托培养

的同级财政承担；毕业后采取专项等额公开考核招聘

方式，按成绩高低顺序选择聘用学校。

莆田学院今年成立新工科产业学院，2019年招收5

个本科专业：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智能科学与技

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和机器人工程，这5个专业

计划在福建招生1800人 （含面向莆田招生120人），而

且收费低，如软件工程专业学费每学年4800元。

莆田学院 2019 年普通类专业的调配原则为：学校

优先按出档考生的第一专业志愿安排专业，其它专业

志愿遵循“分数优先”的原则，按照分数从高到低安

排。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视为有专业志愿；对所填

报的专业均未被录取，且不愿意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

作退档处理。

莆田学院2019年在福建省的美术类专业录取原则与

往年一样，按综合分高低录取：综合分=（考生文考总分+

固定照顾分）×40%+考生省级专业统考成绩×150%。

莆田学院 2019 年在福建省的音乐类专业录取原则

变化较大，由 2018 年的按综合分录取改为：专业成绩和

文化成绩均达到省定相应批次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的

进档考生，按考生省级专业统考成绩从高到低录取。

（校教务处 陈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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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永不消逝 归来仍是少年

图为莆仙戏《春草闯堂》选段节目表演现场。 湄洲日报记者 蔡昊 摄

图为 2019届毕业典礼现场。 陈岭 摄

本报讯（记者尤恺锋 叶震）近日，我校召开新工

科产业学院建设工作推进会。校长宋建晓、副校长李

文芳出席会议，相关部门和二级学院负责人与会。

会上，各部门相关负责人就新工科产业学院的建

设工作提出了相关意见。会议认为，当前新工科产业

学院建设工作的重点是着力解决后勤保障、教学保

障、师资以及财务管理等问题。

李文芳表示，2019 年新工科类招生增加 1500 名

学生、师范类增加 20 名学生。在教学安排上，新工科

产业学院要具体落实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课程设置、
实习与实训的安排以及实验室的建设，并要求机电工

程学院与信息工程学院共同承担相关课程的教学。在

师资上，要明确 5 个新工科专业的负责人以及辅导员

的人数，需引进博士、博导和退休教授，同时新工科产

业学院需要对财政管理和教学管理作出相关规定。

宋建晓在总结讲话中指出，新工科产业学院的创

办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好事要办好。要做到实验平台

建设有保障、教学有保障、师资有保障、资金有保障、

机制有保障。

落实各项保障措施
我校召开新工科产业学院
建设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6 月 19 日上午，我校召开思政课教学工

作座谈会, 校党委书记陈柴生出席并主持会议，教务

处、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人，思政课教师、辅导员以及

学生代表参加座谈。

会上，学生代表们围绕学校思政课改革创新、教

育教学方法手段创新等方面内容积极发言，从学生的

视角表达了对自身成长成才的关注和期待。同学们建

议把新媒体引入课堂在创新中学习，增加实践教学内

容。建议进一步拓展“课上 +课下”教学模式提高教学

效果，进一步改革课堂教学方式增强思政课感染力。

教师代表们希望广大同学珍惜大学时光，积极参与课

堂讨论，广泛阅读推荐书目，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在实

践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消化。

陈柴生深切关心同学们思政课的学习情况。他指

出，青年学生正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要踏踏实

实地学好思政课，增强免疫力，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要专心致志读书，明确学习目标，增强学习动力，全身

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全面提高自身能力素质；要练就

健康体魄，把体育锻炼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锤炼坚强

意志，塑造健全人格；要走出象牙塔，尽早接触社会、

了解社会、适应社会，争当建设者、奉献者、贡献者，担

当起民族复兴的使命。

陈柴生认真倾听教师代表的发言，详细询问思政

课教学的困难与问题。他从思政课的重要意义、思政

课的教与学等方面谈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并对思政课

教师和思政课教学工作提了五点要求，一要明确职责

要求，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政治要强、情怀要

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要求，

肩负职责使命，提升综合素质，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的三尺讲台上，做一名有担当、有理

想、有温度的思政课教师。二要规范讲授内容，把培养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政治要求与课程建设的

科学性、系统性有机结合，守正创新，强化改革力度，

打造精品课程，加强教学实践，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

想性、理论性、针对性和亲和力。三要注重教学方法，

青年教师要以“上好每一节课”为目标，不断丰富知识

储备，开拓理论视野，向书本学、向前辈学，不断创新

教学方式，提升教学艺术，让课堂活起来、让学生动起

来，让学生真心喜爱、真正融入。四要加强师生交流，

要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思想动态以及兴趣爱好等

各方面的情况，倾注真情、言传身教，及时获得学生对

于教学情况的反馈信息，促进教学相长。五要注重总

结提升，要发掘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融入点，推进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构建具有莆田学院特

色的思政课教学内容体系，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

育人。 （本报记者林鸿翔校办公室）

让课堂活起来
让学生动起来
我校召开思政课教学工作座谈会

这次毕业季对药学与医学技术学院毕业生们来
说注定不平凡。他们都收到了药学与医学技术学院的
辅导员郭丽香亲手制作的毕业书签。

毕业书签由竹匾制作，挂串着一束流苏，显得古
色古香。竹匾上刻着每位毕业生的名字，并印着老师
为每位同学定制的祝福诗句，还带着莆田学院 IP 形
象小莆图标。

药学与医学技术学院新闻中心 娄思思 王荧荧 摄

辅导员制作专属
纪念书签赠毕业学子

莆田学院举行 2019 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本报讯（记者 曾桂香 王柏松）南风轻送，骊歌响

起，转眼又到了毕业季。大四学子即将挥别校园，飘洒的

细雨暗示了离别的伤感。6月 13 日上午 8：30，在庄严的

国歌中，莆田学院 2019 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

文荣体育馆正式拉开序幕。

校领导陈柴生、宋建晓、翁若平、黄志源、宋一然、李

文芳、蔡晃以及学校部分机关教辅单位和各二级学院主

要负责人出席典礼，一同为毕业生们送上祝福。此次仪

式由校党委副书记黄志源主持。

毕业典礼上，副校长李文芳宣读了莆田学院 2019

届毕业生名单和获得学士学位名单，以及《莆田学院关

于表彰 2019 届优秀毕业生的决定》。据悉，今年莆田学

院共有 3866 位普通全日制本科毕业生，在校期间修完

本科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取得毕业资格，且有 157 位

学生获得 2019 届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

望着每位学子们的青春笑脸，校领导为各二级学院

毕业生代表颁发了证书，为优秀毕业生代表颁奖。耳边

响起熟悉的校歌旋律，校长、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宋

建晓博士为各个身穿学士服的毕业生代表拨穗正冠。这

些毕业生代表情不自禁地与宋建晓拥抱、合影，一瞬间

激发了体育馆内学子们的掌声和欢呼声。

典礼上，宋建晓与学子们深情道别。他说，四年前，

你们从五湖四海来到莆田，开启了一段绚丽多彩的大学

生活。莆田学院是你们从青涩走向成熟的第一个人生驿

站，也是你们奠定事业发展基础的第一处港湾。四年来，

你们在这里筑梦追梦圆梦，有奋斗、有付出、有收获。你

们当中，许许多多同学在专业学习、社团工作、社会实

践、文化艺术等活动中取得了丰硕成果。

典礼尾声，宋建晓向毕业学子提出四点希望：一

愿同学们立志高远。远大的志向，既是人生道路的指

明灯，也是战胜困难的原动力。希望同学们无论在哪

里，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要始终把握好人生的

“方向盘”，使个人目标与国家命运同向而行。二愿同

学们崇德修身。做人做事第一位是崇德修身，一个人

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

步入社会之后，要在品德上坚守做人的良知和底线，

用真善美的品格来修身励志，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开拓更高、更美的人

生境界。三愿同学们知行合一。不管从事何种工作，

都要注重阅读更丰富、更深邃的“无字之书”，要善于观

察社会，善于从身边的点滴事物、大事小情中汲取成长

的养分，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下转第三版） 图为校长宋建晓在为毕业生拨流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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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洳榆王丽清）6月19日晚，莆

田学院文荣体育馆内人声鼎沸，一场特殊的结业

汇报演出精彩上演。在这场以“古韵新芽”为主

题的莆田学院音乐学院莆仙戏和莆仙音乐专场汇

报演出上，莆田学院莆仙戏文化传播人才培养特

色班的 18 名学生精彩演绎中国古代戏曲艺术形态

的“活化石”———莆仙戏，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技艺，赢得了阵阵掌声。

校长宋建晓、校党委副书记翁若平、副校长

李文芳，莆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王

金煌，莆仙戏曲界专家代表、莆仙文化爱好者欢

聚一堂，聆听着或婉转或悠扬的莆仙乐曲，领略

着古韵莆仙戏剧的无穷魅力。

莆仙戏是在唐朝百戏和宋代傀儡戏的基础上

发展而形成的福建地方传统戏曲，是中国现存的

最古老而又独特的地方剧种之一，被称为中国古

代戏曲艺术形态的“活化石”，2006 年被列入首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建省莆田学院作

为莆田市唯一的本科院校，主动发挥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重要阵地的作用，去年正式开设莆仙戏文化

传播人才培养特色班，培养造就服务古老莆仙戏文

化传承与发展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特色班分

别设置了莆仙戏表演、莆仙戏作曲两个培养方向，

首期 10 多名学生在莆仙戏专家的亲自教导下，学

习莆仙戏表演、作曲、编剧、舞美设计等相关知识。

19 日晚上演出现场，二胡、琵琶、三弦、扬

琴、笛子……各种特色乐器具备。莆田学院音乐

学院民族乐团用乐器演绎了韵律生动的民乐合奏

《荔枝红了》和莆仙八乐《江头金桂》。作品以莆田民

间音乐为素材，“武十音”的“三五七”欢快节奏

贯穿全曲，地方特色浓郁，老练的演绎技巧和动

听的民乐旋律赢得阵阵喝彩。

备受关注的是首期特色班的 18 名学员带来的

莆仙戏《春草闯堂》选段演出。作为“莆仙戏文化

传播人才培养特色班”首批学员，这场汇报演出

是对他们一个学期以来学习的总结。平时，这些学

员在专业课学习之余，主动在莆田艺术学校老师的

指导下学习莆仙戏，这次是他们首次带妆表演，大

家既兴奋又紧张。春草、胡知府、杨夫人、薛玫庭，还

有衙差、轿夫等等，学员们化身剧中的人物，一个个

演得有板有眼，各具特色。尽管是第一次在正式场

合公开亮相，但大家都把一年来所学的技艺较为完

整地展示出来，并且还得到专业人士的肯定。

当晚，师生们还表演了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梆鼓咚新作《魅力莆田》等节目，别

有一番韵味。

我校多年来主动服务地方文化发展，推进人才

培养模式的改革。2009年音乐学院就成立了莆仙音

乐与戏曲研究中心，专门从事莆仙音乐与戏曲课程

建设、非遗传承等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工作，

不仅将莆仙戏、梆鼓咚引入高校课堂，而且还陆续

增添文十番、十番、八乐等莆田地区传统音乐项目。

让“老艺术”在高校的“新土壤”中生根发芽，茁

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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