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任波

2024年12月6日

第 期
(总第 1260 期)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悦晕猿苑要园愿园远 辕渊郧冤

中共山东科技大学委员会主办 山东科大报社编辑出版

杂匀粤晕阅韵晕郧 哉晕陨灾耘砸杂陨栽再 韵云 杂悦陨耘晕悦耘 粤晕阅 栽耘悦匀晕韵蕴韵郧再 WEEKLY

周五出版

澡贼贼责://泽凿噪凿遭援sdust.edu.cn 电子信箱院sdkdb岳泽凿怎泽贼援藻凿怎援糟灶微
信

微
博

前不久，山东科技大学学生
蒋思奇、聂春晨、李谷月等，依托
自主研发的“退役”锂电池回收

技术，捧回了第十四届“挑战杯”
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金奖。

近年来，我校青年学子纷纷
将科研创新的目光投向更为实
用、更具经济与社会效益的项
目，在各类赛事中屡获奖项，我
校毕业生因此也备受用人单位
青睐。
“学校通过深化产教融合、促

进科教融汇，探索出一条多方协
同育人的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
之路。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不仅
紧扣国家重大战略，更服务于地

方需求，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11 月 27 日，校长曾庆田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校企协同共筑人才“蓄水池”

“每年招聘，我们都会第一
时间来到山东科技大学。”日前，
在学校举办的一场招聘会上，青
岛新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
自动化领域负责人赵鑫说，这里
的毕业生踏实能干，能迅速适应
岗位。

2019 年底，青岛新松机器人
自动化有限公司的母公司沈阳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联合山东科技大学、青岛西海

岸新区，共建起青岛智能无人系
统创新研究院，联合培养技术人
才。“三方”共建，让专业建在产

业链上，实现从学校到企业的
“无缝衔接”。

近年来，学校成立海洋学
院、储能学院等多个二级学院，
深度对接区域、企业需求，探索
出一种“学校 + 企业”协作育人
模式。为提升学生工作实践能
力，学校在校内搭建了智能机器
人类、智能制造技术类工程训
练平台，并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与地方政府、科研院所、企业联
合创建了一批校外工程实践基
地。

产教高度融合，让学生就业
无忧。学校自动化学院学生井长
江表示：“求职面试时，公司问了
很多具体的实践操作问题。这些
问题，我都能在此前校企共建的

实训中找到答案，所以心里特别
有底！”正是充足的实训经验，让
井长江获得了满意的工作。如
今，他已与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签约。

“三课”联动提高学生素质

采矿工程专业学生钱敬宇
虽然还在本科阶段就读，但已在
“锂想生活”科创团队中参与科
研近一年。从学习认知到参与项
目，钱敬宇很快熟悉了创新技能
要领，成为团队学生骨干。

据介绍，学校注重培养学生
的创新精神、实践素养，推动课
程、创新、实践“三课”联动。在课
程设置上，学校针对企业需求，
开设了机器人技术、海洋工程、

储能技术等课程。通过创建“班
级———社团———兴趣小组”三级
全覆盖的学生科技创新体系，学
校探索深化了独具特色的“理论
+创新”教学培养模式。

实践是提升学生能力的关
键环节，学校将科学研究和产业
发展前沿问题、实践项目纳入人
才培养并持续更新，着力建设一
批科教融汇、产教融合的实践项
目。学校还鼓励学生走出校门，
走进实践“大课堂”，每年平均

有 2 万余人次参加校外实践实
训。
“企业对人才有了变化，如果

沿用单一的课堂育人形式，就会
和实际需求脱节。因此，产教科

融合十分必要。”校团委副书记
李雷说，学校以提高学生实践能
力、创新能力为重点，通过课程、
创新、实践“三课”联动，促进课
程内容与技术发展衔接、教学过
程与生产过程对接、人才培养与
产业需求融合，有效提高学生的

综合素质和适应能力。

“专属”导师助力人才培养

在国能蒙西煤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现场学习期间，学校机电
学院“百联智汇”科创团队发现
很多工人每天都要花费大量时
间检测设备运行情况。从现场回
来后，团队成员李文腾萌生了运
用专业知识设计大型装备智能
运维诊断机器人的想法。他的学
业导师张强、班主任郝妮妮、产

业导师张树房结合各自的工作
经验，为他列出创新思路，并从
技术开发到生产使用进行全方
位指导。

像李文腾一样，学校很多工
科专业的学生都有 3 位导师：专
业教师担任学业导师，课程思政
活了起来；产业导师把企业案例
带进课堂，将实践经验传授给学
生；班主任与学生结对，成为学
生的思想向导、成长向导。

自实施“学业导师制、产业

导师制”以来，学校共选聘了
1000 多名专业教师和企业管理、
技术骨干，通过开展产学研协同
创新座谈会、班主任与学生茶话
会、“劳模”宣讲进课堂等活动，
解开学生职业困惑，助力学生提
高实践能力、提升创新意识，为
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奠定良
好的基础。

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阴 记者 韩洪烁 许浩

本报青岛讯（通讯员 王维
克） 11 月 30 日，学校组织召开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一级学
科硕士授权点暨“集成电路器件
与集成系统”自设交叉学科博士
授权点论证会。副校长薛庆忠出
席并致辞。

论证专家组由上海科技大
学哈亚军教授、北京邮电大学集
成电路学院院长张杰、天津大学
微电子学院院长马凯学、中山大

学微电子学院院长虞志益、山东
大学信息学院院长陈杰智、中科

院计算所高通量计算机中心主任
叶笑春、中国海洋大学电子学院
院长郑永海、中科院微电子所高
频高压中心副主任苏永波、华中
科技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副院长李
祎组成。哈亚军担任论证专家组
组长。

薛庆忠在致辞中对专家们给
予学校及集成电路学科的关心、

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介绍了学
校在办学特色、学科建设、人才

培养、教学科研及学科发展等方
面的情况，期待与会专家就学科
建设等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专家组认真听取了学位点
建设情况的汇报，审阅了学位点
论证方案，经质询讨论，专家组
一致认为我校集成电路学科定
位准确、特色鲜明；学科研究和
平台基础扎实，培养方案科学合

理，人才培养目标符合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和社会发展需要；学科

团队结构合理，研究水平高，创新
能力强，具有良好的交叉学科设
置基础；学科论证方案科学合理，
建设规划目标明确，对提高集成
电路科学与工程领域人才培养质
量，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服务国
家及山东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和
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专
家组一致同意山东科技大学自主

增列“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一级
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集成电

路器件与集成系统”交叉学科博
士授权点。专家组还就学位授权
点学科方向凝练、多学科交叉融
合、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等
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学科建设办公室、电信学院
相关负责人，机电学院、计算机学
院、自动化学院、教师代表参加了
会议。

学校举办“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
暨“集成电路器件与集成系统”自设交叉学科博士授权点论证会

本报青岛讯（测绘学院）近
日，由国际测量师联合会、国际
海道测量组织和国际制图协会
（FIG/IHO/ICA）联合组成的国
际海道测量师和海图制图师能
力标准委员会（IBSC）发来函告：
山东科技大学测绘与空间信息

学院“海洋测绘工程工学本科专
业教学计划”获得国际 A 级认
证。山东科技大学成为国内非军
方高校唯一获得该资质的单位。

该资质经过学校前期材料
准备、提报、国际专家审查，于
2024 年 4 月 17 日进入答辩程
序，答辩采用远程线上形式开
展，由测绘学院及学校相关部门
十余人组成答辩组，接受国际海
道测量师和海图制图师资格标
准委员会（IBSC）考核和质询。测

绘学院组建专班根据专家意见
和建议对方案进行完善，并先后
赴已取得该认证资质的马来西
亚理工大学和印尼万隆理工学
院调研学习，进行材料补充。最
终，在 2024 年 11 月召开的国际
委员会专家会上，山东科技大学
申报资质获得正式认证。

这次培训资格取得后，我校
将有权培训具有国际海道测量
资格的人才，有权颁发三大权威
组织认可的国际海道测量师证
书，有权参与国际海道测量市场

的竞争。资格的取得有利于维护
我国海洋权益、海道测量数据资
源共享和开发利用，将对我国未
来海洋测绘专业教育体系和学
科专业建设产生积极影响，为保
障国家海洋发展战略、服务共建
“一带一路”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据悉，国际海道测量师培训
资格认证分为 A、B 两级，其中 A
级最高。目前全球仅有 30 多个
国家的 50 多个专业教学计划获
得该认证，其中获得 A级认证仅

20 个。培训学制分为本科、10 个
月和 6 个月，获认证的单位中大
多是 10 个月和 6 个月的任职培
训，获得学历教育认证的国外仅
有美国、加拿大，荷兰和沙特四
国的本科专业，山东科技大学成
为国内继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之
后、非军方高校唯一具有该项资
质的单位。

学校自 2009 年在国内率先
开创了民用海洋测绘本科教育，

构建了海洋测绘本硕博一体化
人才培养体系；拥有我国海洋测
绘领域唯一的部级重点实验

室———自然资源部海洋测绘重
点实验室，是中国海洋湖沼学会
测绘专委会挂靠单位。迄今，已
为我国培养了 500 余名海洋测
绘毕业生，未来将在国际化海洋
测绘人才培养上继续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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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青岛讯（通讯员 范德
源 陈爽） 12 月 1 日，由我校承
办的第 55 期山东省青年科学家
沙龙在青岛举办。来自中国矿业
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
等高校的 40 余名青年学者和研
究生代表汇聚一堂，围绕深部岩
石力学与动力灾害智能化防治
领域前沿热点问题和国家重大
需求进行深入研讨。

本次沙龙由山东省科学技

术协会指导，山东省青年科学家
协会和山东省科技工作者服务
中心主办，山东科技大学、中国
矿山安全学会顶板防治专业委
员会承办。沙龙以“深部岩石力
学与动力灾害智能化防治”为主
题，为相关领域青年学者搭建了
一个启迪思维、拓展思路、交流

经验、信息共享的良好平台。
在主题报告与交流环节，国

家高层次青年人才、中国矿业大
学矿业工程学院副院长姚强岭，
国家高层次青年人才、山东大学
齐鲁交通学院副院长周宗青等
13 位青年科学家作主题分享。报
告全面展示深部岩石力学、动力
灾变机理、智能化预防控制等领
域的最新前沿成果与发展动态，
既锚定国家重大需求，又脚踏实

地，解决实际工程问题。在交流
研讨环节，与会专家和研究生结
合自身研究方向开展了深入交
流，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和创
新性见解。

会后，与会专家学者参观了
矿山岩层智能控制与绿色开采
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山东省青年科学家沙龙举办

本报青岛讯（通讯员 田禹）近日，由青岛
市教育局、青岛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青岛
市广播电视台、青岛旅游集团主办的 2024 年
“讲好中国故事”第三届青岛市青少年英语视
频创作大赛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外国语学
院代表山东科技大学获颁“2024 讲好中国故事
大赛———校园传播基地”奖牌，成为本次大赛
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

本次大赛以英语为媒介，鼓励青岛市青少
年利用视频创作形式讲述中国故事，增进中外

文化交流，提升青少年语言表达和创新能力，
并向世界展示青岛的独特魅力和文化风采。大
赛不仅为青少年提供了展示自我才华的舞台，
更鼓励他们表达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发展

成就的理解与热爱。同时，大赛的举办也为青
岛市文化教育事业注入了新的动力，推动文化
创新与国际化交流的深度融合。

学校作为“校园传播基地”，在大赛的组
织、推广与实施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外国
语学院将为本校大学生参赛者提供全面的支
持与服务，助力 2024 年“讲好中国故事”青少
年英语视频创作大赛落幕，并推动中国故事的
全球传播。

据介绍，外国语学院将为学生提供包括创

作指导、资源共享及平台搭建服务，帮助他们
以英语视频为“桥”讲述中国故事，积极展示中
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现代成就。

我校获颁
“2024 讲好中国故事大赛———校园传播基地”奖牌

本报青岛讯（通讯员 张
璐）“即将到来的节气是大雪，
代表花为枇杷花。枇杷花发天欲
雪，黄雀不飞枝上寒。枇杷花不
畏严寒仍傲立枝头，勉励党员干
部在面对考验时要敢于迎难而

上，在风雨中成熟心智、增长才
干、练就本领。”12 月 5 日，山东
科技大学青岛校区办公楼廉洁
文化长廊前人头攒动，党员干部
认真倾听讲解员的介绍，仔细观
看展板，不时驻足交流心得。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
建设的重要论述，助推清廉山
东、清廉学校建设走深走实，纪
委机关加强整体谋划，一体推进
廉洁文化阵地建设。在三校区同

步打造了以“二十四节气之‘廉·
花’”为主题的廉洁文化长廊，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标
识———二十四节气与廉洁文化
教育有机结合，通过每种节气代
表花的品性来阐述其中蕴含的

廉洁元素，切实增强廉洁文化教
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涵养清廉品
格，达到“人在楼中走，廉在心中
生”的教育效果。
“二十四节气不仅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精粹，还蕴含着深
刻的哲学思想和廉洁文化，让我
们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了修身
养性、守中居正的廉洁思想，接
受到了有温度和底蕴的廉政教
育。”参观的党员干部纷纷表示。

纪委机关打造廉洁文化长廊
助推清廉学校建设走实走深

12 月 3 日，学校举行“齐鲁最美教师团队”育人基金捐赠仪
式。安全学院程卫民、王刚、周刚、聂文、胡相明、刘震 6位教授出
资 120 万元设立“齐鲁最美教师团队”育人基金，用于奖助学生
学习、科技创新活动及学院学生工作事业发展。 （冷冬阳）

6 位教授捐赠 120 万

学校青年学子在校外开展科研活动（资料图）

本报青岛讯（通讯员 孙慧）

12 月 2 日，“X 射线 CT 智能检
测技术”项目产业化前景的专题
分析会在国家大学科技园 U 创
空间进行。数学学院（阿里云大
数据学院）党委书记贾红果、副

教授陈明，科技产业管理处副处
长（国家大学科技园管理办公室
副主任）修湖及相关部门人员参
加了分析会。

会上，贾红果介绍了项目以
及研发团队的主要情况，他表
示，“X射线 CT智能检测技术”
拥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希望
通过国家大学科技园转化平台，
帮助科研项目落地转化、产业
化。

项目核心研发团队负责人

陈明就“X射线 CT 智能检测技
术”的技术原理、创新点及应用
案例进行了详细阐述。该技术能
在对被检测物体无损伤条件下，
以二维断层图像或三维立体图
像的形式，清晰、准确、直观地检

测、分析及测量被检测物体的内
部结构、组成、材质及缺损状况
等，是当今最佳无损检测技术和
无损评估技术，已应用于消费电
子、新能源、半导体等众多工业
领域和多家高等院所的科研攻
关。

与会人员就如何加速技术
产业化进程、拓展应用领域等议
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X射线CT智能检测技术”项目

产业化分析会在国家大学科技园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