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开设公安司法类、电子信息类等 17个专业。其中，刑事侦查、刑事科

学技术和治安管理三个专业被评为省级特色专业，治安管理和交通管理两个

专业被列为中央财政支持的重点建设专业，同时治安管理专业也是公安部公

安高等教育重点培育专业；警务技能教学团队和治安管理专业教学团队荣获

省级教学团队荣誉。两届公安部全国公安院校教学技能大赛上，各专业 13名

教师、16名学生共获得个人一二三等奖 29项，学生团体三等奖 1项；警犬

技术和国内安全保卫两个专业实行定向招生培养，为公安专业人才招录培养

改革和建立学院招生与公安机关招警统筹协调机制奠定了基础。2013 至 2015

年，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一直保持在 95%以上，总体就业率平均达到 98.2%，专

业对口就业率在 96%以上。 

 

（一）厅院一体、深度融合。2015 年，省公安厅党委提出“厅院一体化”

建设思路，即学院与省厅各业务警种、部门实行双向“嵌入”、深度融合，构

建公安机关和学院一体化育人机制。警院与省厅五基地一中心在人才培养、

民警培训、科研攻关、设备使用、成果转化等方面实行警务资源和教育资源



的共建共享、实战训练与教学科研的深度对接、公安业务和教育教学有机融

合，实现“公安人才同育、师资队伍同建、理论研发同时、教育资源同享、

文化建设同步”的目标. 

 
 



（二）立足甘肃，辐射西北。立足甘肃、辐射西北、优势互补、建设特

色鲜明的公安高等院校，充分体现警院办学服务定位，不断拓宽招生来源和

就业渠道，实现与西北五省区在人才流动、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互补合作与共

享共赢。省公安厅和学院领导多次赴新疆、宁夏就我院毕业生招录就业及合

作招收培养公安专业专门人才事宜进行协商交流，取得丰硕成果。 

 



 

 

 

 



（三）校局合作，突出实战。学院已经和全省 14个市州公安机关、82个

县级公安机关签订了合作协议，建立了校外实践实习教学点，在人才培养、

教学训练、公安科研、师资培养等方面全面实施合作。五年来，4000 余名毕

业生全部在公安机关顶岗实习；双方互派教师（民警）在校任教、在公安机

关任职锻炼共 130 余人次，其中，学院聘任兼职教官、驻校教官共 94人次，

极大地推动了理论教学和公安实战对接。 

 

 



 

（四）落实政策，定向培养。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

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及相关改革方案的通知》精神，有效解决公安机关警

犬技术专门人才匮乏的问题，在全国公安院校率先实现警犬技术专业和国内

安全保卫两个专业定向招生培养，为探索建立公安院校招生和公安机关招警

协调机制奠定了基础。 



（五）政治建警、政治建校。以培养“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首要政治

任务，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打牢师生忠于党、忠于国

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思想根基，牢固树立“忠诚、为民、公正、廉洁”

的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从源头上确保公安队伍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

可靠。不断健全完善具有公安院校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强化教师“人

民警察+人民教师”、学生“预备警察+大学生”的双重身份意识。创新信息时

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渠道和方式，与公安文化、校园文化建设紧密结合，

丰富完善相关制度体系及活动载体，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代性、

针对性和实效性。 

 



（六）警务化管理，全面发展。严格执行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

理规定》和公安部《公安院校警务化管理规定》，坚持“严格教育、严格管理、

严格训练、严格纪律”的管理原则，既体现公安院校学生管理特点，又遵循

高等教育的普遍规律。制定并严格落实《学生警务化管理规定》、《招录培养

体制改革试点生警务化管理规定》和《培训学员管理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

度，确保了良好的教学、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学院注重加强学生社团建

设，拓展学生综合素质，积极培育和发展富有特色的学生社团，成立有学生

会、警苑文学社、仪仗队、国旗护卫队、警务纠察队、思辩社、博雅轩书画

社、风云武术队、舞蹈社、读书会、青年志愿者协会等二十余个学生社团组

织。各社团在学院党委和职能部门的统一领导下，坚持“自我管理、自我教

育、自我服务”的方针，积极配合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在校园文化建设、学

生管理和学生素质拓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年来，先后组织学生参加了

公安部“警界之星”征文竞赛、全省大学生艺术展演、全省大学生书画联盟、

全省高校摄影展、大运会、金城大专辩论赛、大学生禁毒志愿者乡村行等比

赛活动，共获得团体和个人奖项 68项。学生会被团省委、省直团工委授予“甘

肃省优秀学生会”称号。《警苑》文学社两次被团省委、省学联评为“甘肃省

高校优秀学生社团”。 



 



 

 



   （七）创新模式，提高质量。积极适应“大部门”“大警种”公安改革发

展要求，建立完善适应高素质公安队伍建设和公安实战需要的专业体系和公

安民警培训模式。——在学历教育中，施行“教、学、练、战”一体化人才

培养模式，强化知识应用能力、实践动手能力、职业岗位能力和创新创业能

力的培养理念，建立以提高实战应用能力为主导的人才培养流程，坚持贴近

基层、贴近一线、贴近实战，加强案例教学、警务实训教学、情景模拟教学

和实战现场教学，培育学生实战意识，提升学生实战能力，促进专业教学与

警务实战的“零距离”和“无缝衔接”。——在公安民警培训中，全面实施“轮

训轮值、战训合一”训练模式。加强对不同层次、不同警种民警的需求调研，

研究不同岗位民警的能力素质构成，制定分级分类训练计划和大纲，组织编

写培训教材，科学设置训练内容，改进授课方式方法。凡在校培训民警，按

照不同警种，均成建制分为大队、区队、中队，平时正常教学训练，遇有重

大紧急案情，立即接受上级部门调遣，开赴一线参与处警，既解决了实战警

力资源缺乏的问题，也锻炼了参训民警实战应用能力，实现了战训合一的警

务人才培养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