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踔厉奋发、内涵建设、质量提升 

2023年述职报告  吴华伟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贯彻落实省第十二次

党代会部署的关键之年，是学校更名大学的决胜之年，我们紧盯”内涵建设 质

量提升——促进综合性大学创建“这一核心任务，全面贯彻落实学校和学院党委

行政的各项部署和要求，紧盯学校爬坡过坎、提档升级的难点和堵点。提出以道

路交通智能出行为主体，拓展“交通+”学科内涵，形成了交通运输为龙头，机

械工程（车辆）、控制工程(自动化）为两翼的“一主两翼”的学科发展思路。学

科科研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和良好发展态势，个人本职工作也稳步提升。 

一、 思想、政治理论学习 

2023 年本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自己，全面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严格按照“以学

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总体要求，铸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定自觉衷心拥护“两个确

立”、忠诚践行“两个维护”， 顾大局、干实事，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

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从理论学习、政治素质、能力本领、担当作为、

工作作风、廉洁自律等方面等把中央、省市和学校决策部署切实贯彻到工作中、

落实到行动上，以过硬的工作实绩促进学院高质量发展。 

二、 履职尽职情况 

1、分管工作履职情况—学科科研亮点不断、特色增强 

1）、高度取得历史性突破：国家级人才实现零突破；历史性突破省政府科技

进步一等奖（江苏省）和二等奖（湖北省），其他省部级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2

项；首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牵头获湖北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 项。 

2）、科研厚度再创佳绩：获批湖北隆中实验室项目 1项，湖北省自然科学基



金 1 项、联合基金 4 项，纵向到账经费历史性达到 745 万元；省部级以上项目

结题 5 项；发表高水平论文 31 篇。授权发明专利 17 项，完成成果转化 12 项。 

3）、省级平台再添新员：新增了“车载智能计算（跨域融合）湖北省工程研

究中心”省部级科研平台 1 个，获批湖北省卓越工程师校企联合培养项目 1 项

（全校唯一），扎实推进已有省重点实验室、学科群、研究生工作站的建设。 

4）、行业深度渐入佳境：与大院、大所、大企业、大专家合作深度和广度不

断加强，“制定国家行业标准 1 项、地方标准 1 项、立项国家级团体标准 2 项。

服务区域企业 41 家，科技副总新增 2 人，累计达 9 人，横向经费到账 443 万元。 

5）、交通特色不断增加：各类成果逐渐聚焦汽车和交通领域、接续做好车

辆工程 085502 和交通运输两个学位点的建设，积极申报交通运输学硕点、构

建智慧交通类科研平台。举办/协办两场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参加多场汽车交

通类学术会议，朋友圈逐渐扩大。 

6）、研究生培养质量逐年提升：一志愿报考逐年提升，达 111 人，创历史

最好；学生发表三高论文 12 篇；获省部级以上学科竞赛奖励 26 项；授权专利

和软著 26 项；参加学术会议 13人次；2 人获优秀硕士毕业论文、5人或优秀

毕业生、3 人考取博士研究生、大中型企事业单位高质量就业。 

7）服务有温度、组织有保障：大力推进行了学术研讨制和有组织科研科研，

促进学科科研服务提档升级。有组织获批了襄阳市首个“赛马制”项目获批资金

250 万元，创襄阳市科技项目新高。全年组织学术研讨 23 场次，校内 11 场次、

校外学术交流 12 人次，实现了博士、教授科研学术汇报全覆盖，极大了点燃和

激发博士们科研热情，形成崇尚科学的学术氛围。组织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18项，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8项、省联合基金（襄阳联合基金）项目 10

项、湖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8 项。。圆满完成新版研究生人才培养制修



订，招生及自命题等工作。 

2、 个人年度工作情况--踔厉奋发、守正创新 

坚持立德树人、育时代新人，创新地方本科院校“三协同、四定向”汽车烙

印鲜明的高素质人才培养模式：圆满完成了《汽车测试技术》、《汽车可靠性和质

量管理》、《先进传感与测试技术》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任务；完成 10 名本科生

指导和 7名硕士研究生的指导；在“五项任务”的带动下，多名本科生考取名校

研究生，指导学生发表高水平论文 4篇、软著 10项，指导学生获省级以上学科

竞赛 6 项，校级优秀硕士论文 1 篇、优秀硕士毕业生 1 名，研究生就业于中国

电机头部企业。2023 年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第九届湖北省高等学校

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 项、校级研究生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 项、本科生教学成果

二等奖 1项。 

依托行业、产教融合，探索地方高校科技创新与社会服务的新路径： 牵头

与区域汽车新增 “车载智能计算（跨域融合）湖北省工程研究中心”省部级科

研平台 1个，获批湖北省卓越工程师校企联合培养项目 1 项（全校唯一）；“制

定国家行业标准 1 项、立项国家级团体标准 2 项。与东南大学合作获将江苏省

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与中车和东风获中国发明协会创新成果一等奖 1 项，与

三环锻造联合获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创新成果二等奖 1 项。 

三、 工作作风及廉洁自律方面 

始终把“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贯穿于工作的始

末。善于融入大局、提升格局、推进全局，坚持一岗双责，坚守纪律底线、提升

道德素养。严格执行中央和省市及学院的各项财经纪律规定和要求，程序到位、

组织到位、宣传到位、监督到位，用制度来管人、管事、管钱，批评和自我批评，

咬耳扯袖、红脸出汗等常态化手段和方式来防范化解工作中各类风险挑战。牢记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民生就是最大的政

治，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敢担当、勇创新。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与学院师生保持同频共振、血肉相连。自觉“反四风”，廉洁从教、用权，明明

白白做事，干干净净做人。 

四、 不足之处及原因分析 

虽然干劲十足，成绩可圈可点。国家教学成果奖和省部级科技一等奖、卓越

工程师基地项目…….但也缺点明显：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科技奖没突破、在

一流的师资队伍、一流的人才培养、一流的科研成果、一流的社会服务等方面还

有许多短板和不足，与师生的期盼还有差距。政治理论学习的深度和广度与上级

要求和大家的期待还有不少提升的空间。 

原因分析：科研基数偏少、时间碎片化、整体式发力不足、学生主动性不够。 

五、 今后规划 

以“工科大部制”和“交通学科特区”建设为改革抓手，精准发力，多做加

法，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支持政策，用发展的办法解决问题，进一步提振信心，

突破学院边界，以道路交通智能出行为主体，拓展学科内涵；锻造一支教学、科

研和社会服务高水平“三栖”人才队伍；构建“大团队、大平台、大项目、大成

果”四位一体学科创新体系。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让交通学科

成为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发动机”，服务地方发展的“助推器”，更名大学的

“主攻手”！ 

相信在学校新一届党委行政坚强领导下，全体师生的奋斗下，跳出专业看学

科、跳出学校看发展、放眼全国谋出路，聚焦交通行业和汽车、材料、装备等产

业，整合资源、集中力量，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谋发展、以学科统全局，“撸

起袖子加油干”，交通特色鲜明应用型综合性大学梦一定会早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