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科技发展史表明：大
学问、大科研、大成果是在承
接时运中诞生的，学术发展与

解决问题必须相统一。顺应这
一逻辑，学校科研应当高度
“组织化”，做到“形神兼聚”，
意志统一，行动协同，汇聚各
方智慧力量，努力解决国家和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
大科学问题、关键技
术问题。

优化科研管理
体制。围绕加大对各
校区科研管理服务
职能的统筹，提升政
策研究能力、重大项
目挖掘和跟踪能力、
重大成果培育和转
化能力等，改革科研
管理机构设置。深入
推进“学院办大学”，

扩大二级学院办学
自主权，完善校、院
两级科研管理体制，
对科研日常管理自
主权和资源配置职
能向二级单位放权
赋权。

创新科研机构
建设。进一步加强专
门科研机构的建设
管理，优化学校各类
在建平台布局，让专

门科研机构真正成
为“科研特区”，真正
成为科研的先锋队。
超前布局国家部委
和山东省战略需求
的科技创新平台，实
现高水平学科省级
及以上重点实验室
全覆盖。构建以“基
地平台、人才团队、
科研项目、重大成
果”正反馈环为目标

的科研发展模式，实现资源配
置与科研规模、水平、绩效挂
钩，推动科研范式变革。进一
步理顺校院二级组织关系与
研究机构的关系，强化以研究
院、研究所、协同创新中心等
为主体的科研组织建设。

改革科研组织管理方式。

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发展“揭榜
挂帅”攻关模式，对全国重点
实验室、国家级科技奖励、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杰出青
年基金等重大重点或零项科
研指标适时以“揭榜挂帅制”
“组阁制”“军令状制”等形式
给予重点支持。

优化科研工作服务。落实
上级关于科研项
目、科研经费新的
管理制度，推广科
研助理制度，合理
简化和优化工作流
程，进一步减轻科
研人员非学术性负
担。充分运用信息
化手段，全面推广
“最多跑一次”改
革，提供科研“一条
龙”服务，让科研团

队和科研人员从繁
琐的事务中解放出
来。全校各部门要
不断提高服务水
平，为科研人员开
展科研工作提供便
利。

完善科技评价
制度。深化科研评
价改革，以创新为
导向、突出质量贡
献，建立多元科研

评价体系。对不同
学科、不同研究类
型、不同发展阶段
的教师进行科学合
理的分类评价。坚
持成果质量导向，
完善代表作制度。
坚持客观评价与主
观评价相结合，完
善同行专家评议机
制。完善科研成果
等级认定，进一步

体现高水平科研成果的价值。
建立团队评价制度，给予团队
负责人充分的自主权，注重对
团队的整体考核。建立基础研
究长周期评价制度，对科研创
新质量和贡献突出的优秀教
师，在一定周期内免予评价，
给予实实在在的“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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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的青岛，凉风习习。夜
幕降临，华灯绽放，不少人走出
家门休闲娱乐，享受着轻松惬意
的初秋夜晚。山东科技大学矿山
灾害预防控制重点实验室里灯
火通明，学生们聚精会神地做着

模拟实验，陈绍杰给家里人打了
通电话，随后就回到办公室，继
续浏览起最新的科研论文和信
息。

像这样夜以继日的工作状
态，陈绍杰早已习以为常。今年
获得 2023“齐鲁最美教师”称号
的他，与“煤”结缘近二十年。他
创新攻关，用科技的力量在采煤
塌陷地里打造出“绿水青山”；他
倾心育人，用创新的火种为我国
能源事业未来点亮了一盏盏年

轻的“心灯”。

———关爱学生，永远把学生
装在心里

陈绍杰出生于河北定州的

一个农村家庭，他从小家境贫
困，最穷的时候甚至“没饭吃”。

2009 年，博士毕业时，许多
国内外大公司纷纷向陈绍杰抛
出“橄榄枝”，他却出人意料地选
择了留校任教。他说，“我是教育

的受惠者，求学路上得到了很多
人的关心照顾，我想把这份温暖
传递下去。”

陈绍杰始终把学生装在心
里，当学生出现困难时，他会不
遗余力地帮助学生渡过难关。寒
暑假时，他拿出工资为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购买返乡车票；中秋
节，他筹集资金购买月饼与学生
一起过节。去年，他个人出资捐
赠 100 万元，设立奖学金，奖励
品学兼优的学生，而这已不是他

第一次在学校设立奖助学金了。
陈绍杰手机里还有一份特殊的
“账本”，哪名学生有什么问题、
需要他做什么，哪些学生要考研
了，哪些学生需要推荐就业……

信息密密麻麻地藏在他的便签
表上。
“我的门永远对学生敞开。”

陈绍杰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
是学生成长中的引路人，身兼党
政任务、科研任务、教学任务的

他无论有多忙，总是把学生的事
放在第一位。从课堂教学、实验
指导，到学生生活所惑、身体状
况等，从课内到课外，他永远在
学生身边。

在陈绍杰眼里没有差学生，
每个学生都是自己的孩子。陈绍
杰尝试为所教的每一名学生“量
身定制”成长方案，逼着自己成
为“全能”的人，和学生谈得了学
术，也聊得了“八卦”。亦师亦友
的相处之道，消弭了师生间的隔

阂，也让“量身”变得简单许多。
2016 年入学的硕士研究生

马宏发刚进入陈绍杰的团队时，
由于方法不对，常常事倍功半。
陈绍杰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经

常和他讨论问题，引导他不断尝
试新思路，提升科研水平。如今，
马宏发参与的“类岩石材料蠕变
宏观硬化”研究成果受到行业专
家的高度认可。

———情系矿山，在生产一线

破解难题

近处是林立的楼房，社区干
净整洁，居民乐在其中；远处是
巍峨青山，漫山绿植郁郁葱葱
……这是 9 月份山东省济南市
章丘区出现的景象。

早些年吃采煤“资源饭”，曾
让章丘遗留了大量的破损山体
和采煤塌陷地，是陈绍杰带领师
生让满目疮痍的矿区重焕生机。

陈绍杰的研究方向是矿山

特殊开采以及采煤塌陷地治理。
在他看来，“采矿场就是理论研
究的战场”。在这一信念的驱动
下，陈绍杰带着青年教师和学生
“泡”在煤海里，创造了丰硕的科

研成果。
在山东能源集团岱庄煤矿，

为了做好条带煤柱长期性能的
监测，陈绍杰曾连续一个月每天
中午 11 点下井安装仪器进行监
测，凌晨 3 点上井，天亮后又紧
锣密鼓地和矿上技术人员一起
讨论方案。

现场监测非常考验体力，陈
绍杰和团队成员背着将近 50 公
斤的设备下井；现场监测考验的
是胆量，在一次监测中，他们发
现井下某个煤柱附近的数据传
输线断了，断裂位置位于壁后采

空区 20 多米处，需要人进入采
空区把数据传输线重新接起来。
然而，采空区存在安全隐患，上
方的顶板随时有可能塌下来，被
煤矿列为禁地。

一个两难问题摆在陈绍杰
和团队面前：接，人有可能面临
危险；不接，团队前期的研究工
作就会付之东流。（下转第3版）

师者匠心育桃李 潜心科研结硕果
———记2023年“齐鲁最美教师”、能源学院院长陈绍杰教授

阴 记者 韩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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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青岛讯（记者郭菁荔）

9 月 4 日、5 日，山东科技大学分
别在青岛校区、泰安校区、济南
校区举行 2023 级新生开学典礼
暨军训开训仪式，来自天南海北
的 10000 余名新生汇聚科大，聆
听这场特殊的大学第一课。典礼
仪式上，校党委书记罗公利向军
训旅授旗，党委副书记、校长曾

庆田讲话，党委常委、副校长徐
龙飞、徐方全、阳凡林，党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李克周出席典
礼。典礼由党委学校办公室主任
董桂刚主持。

曾庆田在典礼上作了题为
“成为山科人，成就更好的自
己”的讲话，他代表全校师生员

工向 2023 级新生表示热烈欢迎
和衷心祝贺，带领新生们回忆科
大“因煤而生、因煤而兴”的 70
余年奋斗征程，感悟科大人的初
心使命、重要贡献，并围绕如何
在复兴路上坚定前行、在学业路
上行稳致远、在成长路上携手共
进，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
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等，与

广大新生深切交流，对他们刚
刚开启的人生新篇章提出殷切
希望。

曾庆田表示，70 多年来，学
校始终不忘高等教育之初心，牢
记立德树人之使命，立足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实现了一次次
的跨越。学校已为社会培养了 44

万余名各类人才，涌现出了一大
批科坛巨匠、工程精英、政界要
人，其中 5 人成长为中国科学
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为推动行
业进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
出了积极贡献。

曾庆田指出，同学们来到山
科，意味着迈上更加宽广的成长
舞台、开启更加艰巨的奋斗征

程，希望大家在美好的大学时光
里，将“青春小我”融入“时代大
我”，胸怀天下，志存高远，顺应
时代发展、响应时代号召、展现
时代担当，让青春梦想与时代脉
搏同频共振、交相辉映，在复兴
路上奋力跑出当代青年的最好
成绩。既在书本中增长知识、锤

炼品格，又在实践中增长才干、
练就本领。不做“独学而无友”
的孤陋寡闻者，不做“各人自扫
门前雪”的利己主义者，更不做
“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逃避责任
者，在博采众长中拓宽成长的道
路，在和而不同中提升人生的高
度，在爱与奉献中增加感情的温
度。

典礼上，承训部队代表、教
师代表、本科生和研究生新生代
表分别发言。在济南校区，斯威
本 科 技 大 学 副 校 长 Douglas
Proctor 通过视频致辞。典礼同步
举行了佩戴校徽及宣誓仪式，与
会领导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全
体新生面对国旗进行宣誓，立下

了“爱党爱国、牢记使命，爱校荣
校、勤学笃行，惟真求新、敢于担
当，坚韧不拔、发奋图强，不忘初
心、勇做新时代追梦人”的铮铮
誓言。
“开学第一课”内容丰富、意

义深远，现场多次响起热烈的掌
声。新生们认真聆听、用心感悟、
深入思考，在对校史发展、时代

使命的感悟过程中明确了努力
方向和人生坐标。新生们纷纷
表示，要与党同心、与国同行，
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
的新时代青年，让青春在为祖
国、为民族、为人民的奉献中绽
放绚丽光彩。

学校举行 2023 级新生开学典礼
校党委书记罗公利向军训旅授旗。校党委副书记、校长曾庆田讲话，号召广大新同学将“青春小我”融入“时代大我”，

展现时代担当，让青春梦想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交相辉映，在复兴路上奋力跑出当代青年的最好成绩。校党委常委、副校

长徐龙飞、徐方全、阳凡林，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克周出席典礼。典礼由党委学校办公室主任董桂刚主持

本报青岛讯（通讯员 刘勇 郭素芳）日前，
教育部印发通知，公布第三批“全国高校黄大
年式教师团队”创建示范活动入围名单，山东
科技大学周东华教师团队入选，是学校获批的
首个“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该团队始终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
初心使命，重点围绕高速列车、智能制造、复杂
电网等大型系统的关键核心技术开展人才培
养与科学研究。团队带头人周东华教授，现任
山东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CAA/I-
ET/IEEE Fellow、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者、山东省泰山学者优势特色学科人才团

队领军人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优秀创新群

体负责人、清华大学教授（双聘）；担任 IFAC
技术过程故障诊断与安全性技术委员会委员，
第七届“控制科学与工程”国务院学科评议组
成员；兼任中国自动化学会副理事长、技术过
程的故障诊断与安全性专业委员会主任。

据悉，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的
重要指示和给“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推进高素质专业化创新
型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教育部启动第三批“全
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活动。最终，全
国有 199 个团队入选，山东省本科高校中，中
国海洋大学、山东科技大学等 5所高校的团队

入选。

周东华团队入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本报青岛讯（科技处）近
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
布 2023 年集中接收申请项目评
审结果，我校获各类资助项目
107 项，获批直接经费 4161.5 万
元。其中面上项目 47 项、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 60 项，获批项目总
数和面上项目数量再创历史新
高。集中接收期内其他类型项目
正在评审或审批过程中，不在此
次结果公布之列。学校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连续三年获批项目数

超过 100 项。
本次集中接收期内，学校共

申报项目 602 项，资助率为
17.77%，较去年增长 1.1%，在省
属高校中位居前列。立项数靠前
的二级单位有安全学院、能源学
院、化工学院，资助率靠前的二
级单位有安全学院、自动化学
院、能源学院、测绘学院、化工学
院，较去年相比立项数和资助率
增幅较大的二级单位有安全学
院、化工学院、储能学院。

我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再创佳绩
获批项目总数和面上项目数量再创历史新高

本报青岛讯（通讯员 耿倩）

近日，山东省教育厅公布山东省
大学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果展示活
动获奖名单，我校文法学院法学
专业 2022 级本科生赵欣雨获展
示活动一等奖、自动化学院自动

化专业 2021 级本科生栾宗晓获
展示活动二等奖，学校获奖成绩
位列全省本科高校前列。

据悉，该项活动由山东省教
育厅主办，设本科生组和专科生

组，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二十大精神，扎实推进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8月
21 日至 22 日，经过两轮现场展
示，本科生组共产生一等奖 7

名、二等奖 12 名、三等奖 27 名。
学校选派的两位参赛选手从本
科组 78 名选手中脱颖而出，以
两轮总成绩第 4 名、第 8 名分获
本科组一等奖、二等奖。

一批学生学习成果受到教育厅表彰
获奖成绩位列全省本科高校前列

9 月 4 日，在山东省教育厅主办、山东教育电视台承办的
“培根铸魂立德树人”师德宣讲活动中，山东省师德宣讲团成员
陈绍杰作了宣讲。陈绍杰在题为“守正创新展担当培根铸魂育
新才”的宣讲中提出，担负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
的使命，广大教师需要爱教荣教秉臻心、传承创新铸师魂，立德
树人守初心、精益求精正师身，心无旁骛凝匠心、知行共进勇创
新，教书育人筑同心、对标“四有”育新人，立德树人，以己所学
助力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郭菁荔）

陈绍杰作师德宣讲

本报青岛讯（记者 韩洪烁）

9 月 6 日，学校举办“泰山讲坛”
第 41 期报告会。康复大学（筹）
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工程院院
士董尔丹教授应邀做客“泰山讲
坛”，作题为“科技创新与健康促
进”的专题报告。校党委书记罗

公利主持报告会，校长曾庆田出
席报告会。

董尔丹从全球卫生挑战与
健康中国、科技创新发展与政策
管理、创新生态与康复大学建设
等方面展开论述，阐述了新时代
大健康的丰富内涵，详细讲述了
科技创新支撑健康中国战略、加
快康复大学建设、打造康复产业
集群、实现健康科技产学研用融
合发展的重要意义，为干部教师
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报告。

罗公利指出，董尔丹院士的

报告站位高、视野广、讲解细、分
析透、启示大，具有很强的现实
指导性，为我们把握科技创新规
律、做好下一步工作深化了认
识、凝聚了思想、提供了遵循。罗
公利强调，要以此次报告会为契
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的新定位新要求，深刻认识教
育、科技、人才在现代化建设中
的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地
位，深刻认识新时代教育发展的
新特点、新要求、新规律，深刻认
识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的迫切
需要，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
育，筑牢建设科技强国和人才强
国的根基，以教育之力、科技之
力、人才之力夯实国家富强之
基，厚植人民幸福之本，在实现
中国梦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做出
科大贡献。

董尔丹院士做客第 41期“泰山讲坛”

本报青岛讯（通讯员 张明
光 李白羽）为进一步优化学科
布局，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近日，
我校新设涉外法治、新能源与储
能技术、智能电动车辆、智能制
造、人工智能等 5个二级学科。

涉外法治二级学科聚焦国
家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依托法
学硕士一级学科设置，培养法学

专业基础扎实、精通涉外谈判和
沟通的综合型法治人才；新能源
与储能技术二级学科聚焦“双
碳”国家战略，依托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硕士一级学科设置，
培养支撑储能领域核心技术突
破和产业发展的高层次紧缺人

才；智能电动车辆二级学科聚焦
国家交通强国发展总目标，依托
交通运输工程硕士一级学科设
置，培养交通行业与现代汽车行
业复合型人才；智能制造二级学
科聚焦国家加快推进制造强国
目标，依托机械工程博士一级学
科设置，推动制造业实现数字化
转型、网络化协同和智能化变

革；人工智能二级学科聚焦山东
省“十强”产业发展需求，依托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一级学科
设置，通过开展人工智能基础理
论研究和工程实践技术研究，解
决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中面临的
问题。

学校新设涉外法治等 5个二级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