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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当时代的步伐踏人201 1年，我们欣喜地迎来了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三十年华诞。这本沉甸甸的《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志》的问世，宛如一幅

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呈现在人们眼前。

纵观三十年，内蒙古电子学院的诞生、成长、发展和壮大，始终沐浴着党和政府

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凝聚了电子人的探索、追求、开拓和成功。当我们翻开这

本校史集，首先映人眼帘的就是建校初期先辈们留下的创业足迹。在他们当中，有

的专心致志授课，走出课堂又投人工地参加建校劳动；有的不辞辛劳采购、运输、安

装、实验仪器设备；可谓从领导到教师，从知名学者到普通后勤工作者，个个怀着为

祖国的教育事业而奋斗终生的满腔热情，为建设美好校园挥洒汗水。

学院空前规模的大发展既拓展了办学空问，增加了办学实力，更重要的凝聚了

人心，焕发出全校师生员工勇于拼搏的斗志，同时也引起了自治区党委、政府、教育

厅领导和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这一切是每一位热爱内蒙古电子学院、关注内蒙

古电子学院的所期待的愿景，更是全体电子人“好学、力行、自强、创新”的结果。

三十年漫漫长路，三十年硕果累累。内蒙古电子学院经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的创业，九十年代的崛起，新世纪初的腾飞和宏图大展，已经成为一所规模、质量、

效益居于自治区一流的学院为国家和自治区培养输送的高技能人才，大多已经成

为各级战线上的精英骨干，他们的身影闪现在草原各处和大江南北，他们用自己的

贡献和成就回报了祖国人民。尤其是那些不畏条件艰苦，始终默默无闻地工作在

最基层的单位的校友们，为地区经济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用自己的行动阐释了内

电子精神，是母校的骄傲。

这部《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志》(2002卅011年)全面、系统、准确
地记录了近十年来学校在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教学、科研、校舍设备建设、师资队

伍培养、学生管理等方面所完成的主要工作和取得的各项成绩，同时也反映出校园

各级领导带领全体师生员工抓住机遇，克服困难，迎接挑战，特别是抓住人才培养

工作评估这一契机，经过几次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全校性教育思想大学习、大讨

论，总结新时期以来办学经验，进一步明确了办学指导思想、办学理念、发展目标、

发展思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想发展轨迹。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这部数万字的

志书，是全体电子人用智慧、用心血写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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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院党委的关心和支持下，主纂编审带领全体修志人员本着对历史负责的

态度，不计名利，克服各种困难，经过半年的努力，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认真

核实史实，反复修改文字，精益求精，尽心尽力，废寝忘食，终于完成了这项“利于当

代，惠及后人”的巨大文化工程，实乃可敬、可喜、可贺!

编史修志，志载盛世。常言道，往事所以知今天。凡是以史为鉴，方兴未尽事

业，用心创业定能成就辉煌。希望能够通过这部《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志》所记述的史实，指导、促进学院整体办学水平提高，它所兼容的方方面面的信息

能成为鞭策、砥砺电子人建立美好明天的助推器和催化剂。只有这样，才能加快学

院“抓机遇、求发展、上规模、上水平、创特色、建名校”的步伐，才能实现把内蒙古电

子学院建成少数民族地区一流的、国内知名、特色鲜明的高等职业院校。

《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志》编委会

二。一一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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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编写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珍重历史，实事求是，理清脉络，

统一体例，编写校志。

二、本志记述时间期限：上限为2001年9月，下限为2011

年8月。

三、本志采用篇、章、节、目四个层次记述。依照一般大学

志的体例编写。

四、按照“生人不立传”的通则，凡在截稿之前逝世的曾担

任我院领导职务的同志、副高级职称以上的教职工、副处级以

上的领导干部均予以立传。

历届校领导、副高级以上职称的教职工均有简历介绍。

副处级以上干部、201 1年在岗教职工和20年校龄的教职工按

部门予以列表。

五、本志表述以文字为主，辅以图表。文体用通俗易懂的

现代汉语文体。



概 述

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自1981年建校(内蒙古电子学校)，迄今已走过

了三十年的历程。2001年学校20周年校庆活动结束后，全面总结了建校20年的

成绩与经验，确定了申办高职的发展目标，2003年5月16日，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

准，内蒙古电子学校独立升格为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近十年，是学校大

转折与大发展的时期。在院党委的领导下，上下同心，抓住高校扩招的历史机遇，

成功申报国家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全面完成，促进了学院快速发

展。

2008年9月，学院首家正式人驻内蒙古高职教育园区。学院新老校区占地面

积1066亩，建筑面积20万衍。教学实训中心建筑面积46000 IIf，其中电子实习实

训中心拥有7个实训中心(包括33个实训室)和8个校内实训基地，计算中心拥有

4个实训中心(包括26个实训室)和4个校内实训基地；新建图书馆面积23000

斫，藏书量纸质图书69．77万册，电子图书4915．2GB；学院体育设施先进，建有建

筑面积8145斫体育馆，40000面塑胶田径场地(足球场地)2个，篮球场地20个，排

球场地8个，网球场地2个，投掷场地1个；软件工程系学生教室全部为专业教室，

其他各系学生教室152间全部为多媒体教室；建立了联想、中软、海尔、网通、联通、

移动、华硕、青岛软件园产业发展中心、中关村国际软件孵化协会、内蒙古蒙西等近

70多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就业基地；学院以实践教学为主，实践课时占到了50％

以上。

学院设有电子工程系、计算机科学系、信息管理系、软件工程系，开设38个专

业；学院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教师115人；教授副教授以上教师占48％，“双师

型”教师占86％，教学全部采用多媒体技术。至2011年7月，在校全日制专科生

9483人，中专生2195人，成人在籍学生2709人。

学院设有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所，设有国家信息产业部电子

行业特有工种鉴定站，承担计算机类、电子类、管理类等50多种职业技能培训与鉴

定。

2003年11月，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获国家教育部批准，成为首批全

国35所“国家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之一。建有完善的实验室及校内外软件

项目实习实训基地；学生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在专业教室上课，最后一学期在软

件公司实习；先后与联想、SUN、Microsoft、CISCO等著名跨国IT企业建立了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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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训就业合作关系，使学院学生能够接受最先进的现代IT教育，实习实训的

学生同时进入企业人才库。

2003年以来，面临高等职业教育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学院坚持以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党的

民族政策，把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下得去、留得住的高级技能应用型人才作

为根本任务，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客观需

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努力改善办学条件，扩大办学规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加强科学研究，注重科技创新研究，强化管理，加强和改进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正

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建设文明和谐的育人环境，各项工作显著进步，跨

人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学院十年来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学院办学形式单一，办学经费不

足，实验设备不足，专业课程建设水平偏低，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少，师资队伍不稳

定，这些成为制约学校发展的主要因素。特别是2003年学校升格为高职院校以

来，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的重大转折，全院师生经过教育思想的

大学习、大讨论，学习区内外兄弟院校办学的先进经验，不断探索实践教育教学方

法和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发生了明显转变。学校进一步明

确了在自治区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应有地位和作用，进一步理清办学思路，明

确了办学指导思想、办学理念、发展目标和思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办学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对职业教育所提出的目

标任务，突出高职教育特色，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走校

企合作、工学结合之路，培养一大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素质、高技能应用型人

才，建设质量优良、特色鲜明的国家一流高职学院。

——学院的办学理念：以就业为导向，以科学管理为基础，以教学质量为保障，

以特色求发展。

——学院的发展目标定位：以高职教育为主，中职教育和成人教育为辅的规模

适度、结构合理、特色鲜明的全国一流的高职学院，建成一支与教育教学相配套相

适应的高水平高素质高能力的师资队伍和干部队伍，建设一批在自治区内具有重

要影响力和品牌效应的特色专业群，使学院各方面的工作上一个台阶。

——学院的发展思路：巩固在教育教学内涵建设和硬件建设上的成果，充分利

用适合学院发展的各种有利条件，大力解决制约学院发展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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