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青岛讯（记者许浩）6月
28 日，中国航天科工一院院长

胡庆荣一行来校访问，副校长阳
凡林会见客人并座谈交流。

阳凡林向客人介绍了山东
科技大学的办学格局、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等情况，
希望双方在有关学科领域找到
结合点，开展深度合作。

中国航天科工一院隶属于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是科技
部认定的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
构，发改委确定的国家信息化试

点工程单位，中国航天科工武器
装备测试与控制技术中心。胡庆

荣介绍了中国航天科工一院的
有关情况，表示愿与学校进一步
加强沟通交流，发挥各自所长，在
多方面加深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合作发展处处长王晓东、测
绘学院党委书记秦昌盛、计算机
学院院长梁永全及有关项目教
师代表参加座谈，双方围绕掩星
气象探测星座应用、智慧海洋建
设推进联合技术攻关、产品研发
等开展交流。

中国航天科工一院院长胡庆荣来访

本报青岛讯（国际交流合作
处） 7 月 3 日，澳大利亚塔斯马
尼亚大学副校长 Rob Wilson、
AEMG 教育集团董事长李新庆
一行 6人访问山东科技大学。校
长曾庆田会见客人，副校长徐龙
飞陪同会见。

曾庆田对客人的来访表示
欢迎，对双方过去十五年来在合
作办学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充
分肯定，并就两校未来在更深层
次、更宽领域开展进一步合作提
出了具体建议。一是争取申办非
独立法人研究生层次中外合作
办学机构，二是加强双方在师资

交流、课程建设以及科研合作等
方面的合作，三是着力打造山东
科技大学与塔斯马尼亚大学合
作办学品牌。

Rob Wilson 对曾庆田提出
的建议充分认同，表示愿与山东
科技大学继续深化和拓展合作
领域，推动两校携手共同发展。
李新庆表示 AEMG 教育集团将
为两校合作提供全方位支持。

会见后，徐龙飞与来访客人
进行了座谈交流，就如何落实合
作设想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磋商
交流，并就具体合作模式和合作
领域达成了一致意见。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
AEMG教育集团客人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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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交通学院教授张立业
在西安参加完学术会议赶回青

岛，家没回一头扎进实验室。为
啥这么急？张立业表示，现在已
经有企业对科研项目“智慧航道
全息感知与智能预警关键技术”
表达了合作意愿。双方合作前，
他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是如
何保证这项技术在实际应用上
达到近乎“绝对”的安全性要求。
“在交通学院，像这样的成

果转化项目近两年已有 30 多
个，这些科研项目精准对接国
家、山东省和青岛市重大发展

战略，实现了自主创新和‘产学
研’的无缝对接。”交通学院党

委书记苗汝昌表示。近年来，交
通学院注重结合教学、社会和
企业需求，活用科研评价“指挥
棒”，打出创新育人“组合拳”，
产出了一批重大创新成果，培
育了一批高水平创新人才。

指向团队建设，让教师聚起来

程钰在企业工作期间曾承
担诸多国家级科研项目。2020
年他来到学校工作。刚开始的
时候，没有科研团队、缺少实验

设备，导致科研工作几近陷入
停滞。不久后，学院牵头组建

“固废资源化利用与碳汇技术
创新团队”，将程钰和另外 15
名中青年教师聚集在一起，配
备了专门的研发实验室和项目
启动资金。仅隔一年，团队便突
破了一项世界性技术难题。

一直以来，科研团队“小、
散、弱”，科研平台“低、旧、乱”
是困扰学院发展的难题，如何
啃下这块“硬骨头”？

交通学院院长辛嵩说，学
院要想办法把教授聚集起来，

合力攻克科学难题，产出高质
量创新成果，这是一把盘活科

技创新机制的“金钥匙”。
近年来，交通学院不断完

善科技创新奖励、考核、评价等
体制机制，提出“散兵游勇尽快
归队”“组建大团队，产出大成
果”等思路。学院以建设“大平
台”、组建“大团队”为“指挥棒”
“风向标”，组建 10 多个特色创
新团队，打造 10 个以问题为导
向的科研平台，推动教师由“单
兵作战”向“团队协作”转变，以
“团队作战”引导教师尝试科技

创新的“深水区”和“无人区”，挑
战更多“不可能”。

瞄准成果转化，让科技服务市场

“山东科大的教授打破了很
多技术瓶颈，提出的操作方案
非常实用。”说这话的是青岛文
达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管洪清。这番感慨，要从两年前
的一次“联姻”说起。当时，管洪
清正为交通基础设施智慧平台
等技术难题发愁，而交通学院
教师孟坤在这方面有多项创新
成果未能转化。（下转第 3版）

产教融合 推动科技成果“落地生根”
———交通学院调整科研评价“指挥棒”打出创新育人“组合拳”

阴 记者韩洪烁 通讯员刘爱歌

本报青岛讯（国际交流合作
处） 6 月 24 日至 7 月 1 日，校长
曾庆田应邀率团赴俄罗斯、白俄
罗斯高校及科研院所进行友好
访问，取得丰硕成果。

在访问俄罗斯莫斯科罗蒙
诺索夫国立大学期间，副校长马

泽依·尤里等热情接待了曾庆田
一行，双方就开展教育及科研领

域的合作进行了详细磋商。双方
分别介绍了各自学校的办学情
况和教育特色，提出了创新合作
形式、打造联合科研平台的构
想，并签署合作协议。访问期间，
访问团组与该校物理学院、化学
学院及国家管理学院等相关院

系负责人进行了会谈并访问了
相关实验室，双方就在光电子技

术、煤化工、金属表面处理、公共
管理等领域开展科研及教育合
作开展了深入细致地交流，达成
了多项合作意向。

在访问莫斯科鲍曼国立技
术大学期间，访问团组与该校校
长顾问库兹尼佐夫以及国际部、

人工智能及控制系统学院、机械
制造技术学院负责人等会面。库

兹尼佐夫从学校历史、学科设置
和国际项目等方面做了介绍，并
表示希望双方建立长期合作机
制，持续推进双边合作。曾庆田
表示，将结合学校的优势学科和
特色专业，加强两校在机械制
造、无线电电子及激光技术、计
算机科学等领域开展教育及科
研合作，促进双方合作迈向新的
台阶。双方就签署合作协议达成

一致意见。此外，访问团组还访
问了该校光学研究实验室、计算
机科学实验室、计算机校企合作
实习中心等，就双方在优势学科
领域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进行
了深入交流。

在访问俄罗斯理工大学期
间，访问团组与该校主席谢戈
夫·亚历山大，校长库兹·斯塔尼
斯拉夫，第一副校长普拉卡博
夫·尼古拉，第一副校长助理萨
鲁诺娃·伊琳娜等会面。双方校

长分别致辞，表示希望以此次访
问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两校在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联合办学、人
文交流等多领域的务实合作。访
问团组还分别访问了该校人工
智能学院、信息技术学院、先进
技术与工业化规划学院、无线电
电子学与信息学学院等相关学

院的实验室，为未来两校在多领
域的务实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在访问白俄罗斯国家科学
院期间，曾庆田一行与科学院主
席团第一副主席契吉科·谢尔盖
等会面。双方商定将依托优势学
科领域，在人才培养、技术领域
合作等方面建立长期合作机制，
充分发挥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

在激光物理和技术、高温等离子
体物理和技术、机械制造、材料
学科等科学技术领域具有的世
界领先优势，在多学科领域开展
科研合作，共同设立研究机构和
联合实验室，加快推进科研技术
的成果转化，推进具体合作项目
协议的签署。期间，访问团组还
参观了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国
民科技生产成果展”，分别同白
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光学、光电
子与激光技术”国家科学与生产

协会、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斯捷
潘诺夫物理研究所、白俄罗斯国
家科学院机械工程联合研究所、
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粉末冶金
国家科学与生产协会负责人及
相关领域专家等会谈，并实地访
问相关实验室，达成了多项合作
意向。 （下转第 2版）

曾庆田率团出访俄罗斯、白俄罗斯高校及科研院所
访问团先后访问俄罗斯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莫斯科鲍曼国立技术大学、白俄罗斯国家

科学院、白俄罗斯国立技术大学，签署合作协议，达成合作意向，取得丰硕成果

本报青岛讯（记者任波）7月
4 日，学校在图书信息中心举行
多语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
列图书捐赠仪式。北京崇学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余富文向

我校捐赠了多语种《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系列图书，涵盖英、法、
俄、阿、西、葡、德、日等多语种版
本。校长曾庆田代表学校接受捐
赠，并向余富文颁发捐赠证书。
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克周
出席捐赠仪式。

曾庆田表示，正值山东科技
大学图书信息中心全面启用不
久，北京崇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为学校捐赠的多语种《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系列图书，是为我们
送来的宝贵礼物。他指出，立德

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和重要
使命，此次受赠的系列图书是引
领青年成长、成才的重要资源，
能够指导我们如何立德、如何树
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北京崇学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捐赠的系列图

书不但丰富了我校文献馆藏资
源，而且对进一步推动学校学习
贯彻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提升大学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等

具有积极意义。
余富文表示，《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一书是国际社会了解当
代中国的重要窗口，也是寻找中
国问题答案的一把钥匙。北京崇
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向学校捐
赠多语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系列图书，旨在促进高校思政工
作水平进一步提升，帮助师生更
好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信仰
追求、为民情怀、科学思维、宽广
视野、担当精神、进取精神和求
真务实的作风，更好地对外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文化。
仪式前，与会人员参观了图

书信息中心。合作发展处、图书
馆、马克思主义学院、外国语学
院相关负责人，山东科技大学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习社师生代表参加活动。

北京崇学文化捐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本报青岛讯（通讯员 钱凤） 近日，中国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教育部教育质量评估
中心公布了 2023 年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结论和
中期审核结论。山东科技大学水文与水资源
工程、软件工程、通信工程、交通运输等 4个专
业通过认证，有效期为 6年，自 2023 年 1 月至
2028 年 12 月。4个专业均为首次通过认证。土
木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自动化等
3 个专业通过了工程教育认证中期审核，继续
保持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截至目前，学校
共有 20 个专业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位列

省属高校第 1位。
近年来，学校高度重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工作，出台《山东科技大学加强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工作实施方案》，系统推进认证开展，切实
将“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认证理念
落实到本科人才培养中，专业办学水平持续提
升。

下一步，学校将继续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为抓手，建立健全持续改进的教学质量保障机
制，推进认证状态保持与持续改进，全面提升
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山东科技大学 4个专业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共 20 个专业通过认证，位列省属高校第 1位

记者从校党委组织部获悉，截至 2023 年 3 月，全校共有党
员 8467 名，其中男党员 4683 名，女党员 3784 名；在职教工党员
1999 名，学生党员 5731 名，离退休党员 737 名。为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2 周年，学校各级党组织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

6 月 30 日，机关党委举办“政治生日”活动，为机关党委 40 名在
党 5 年、10 年、15 年、20 年、25 年的党员过“政治生日”，集体重
温入党誓词，抒发“红色情怀”。 （信永华 韩韬略）

老中青三代共抒

“红色情怀”

本报青岛讯（新宣）近日，
经管学院秦晓钰申报的“碳边境
调节机制对我省企业的影响及
应对措施研究”和财经系孔宁宁
申报的“促进山东省高新区工业
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获得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2023 年度山

东省重点研发计划（软科学项
目）重点项目立项。

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软科
学项目）是省科技创新研究项目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分为
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一般项
目，主要围绕省委、省政府重大
决策部署，重点对事关全省科技

创新发展的决策、组织和管理等
问题开展前瞻性对策分析和实
证研究，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等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撑。

同时，我校还有 3 个项目获
得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2023 年度
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软科学项

目）一般项目立项，分别是艺术
学院苏兆婧的“数智协同推动山
东制造业集群式发展的创新策
略研究”、财经系赵甜的“山东省
专精特企业创新绩效提升机制
和实现路径研究”、财经学院潘
光曦的“数字科技驱动山东现代
化产业体系构建研究”。

5 项项目获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立项

本报青岛讯（新宣）山东科

技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学校深入开展“当先锋、做表
率”实践活动，引导党员干部在
产学研融合、科技创新、社会服
务等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打
头阵、当先锋、走在前。

在产学研一体融合方面打
头阵，依托实验室、教学科研团
队等组织成立国家重点实验室、
小平科技创新团队等特色党支
部 17 个，研究生党支部 68 个，

先后与 300 余家企业、科研机构
签订合作协议，建立实验基地、
实践实习基地、转化基地等，实
现产学研一体融合发展。

在科技创新方面当先锋，依
托学科、科研团队等组建特色党
支部，积极参与碳中和、“一带一
路”等国家战略的科技服务团，

典型做法被《光明日报》、人民网

等 20 余家主流媒体报道。能源
学院“惟真之光”科技创新团队
党支部的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到
了全国 30 余对矿井，新增经济
效益 2000 余万元。安全学院“新
领带”研究生党支部研发的“新
型智能除尘系统”投入试用于
20 余个煤矿，为企业创造超 800
万元利润。
在社会服务方面走在前，学

校组织专家深入烟台市为企业
解决技术难题。省派第一书记江

峰的工作案例入选《省派第五轮
第一书记工作案例选编》。红心
圆梦宣讲团等 3 支团队入选全
国大学生井冈山精神志愿宣讲
团；学校与青岛西海岸新区衡山
路小学、共青团嘉祥县委等共建
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基地，服务社
会、服务地方。

学校深入开展“当先锋、做表率”实践活动

敢于争先 争创一流 为建设高水平大学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