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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姜玉泰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尽管发病数量呈下降趋势，但是

职业病防治形势依然严峻。省有关部门日前建议修
改《职业病防治法》，要根据职业病发生的数量和
程度，具体规定用人单位负责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
任。

省卫生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东煤
矿安全监察局等部门日前向全国人大调研组汇报
说，不少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的负
责人，对于职业病的防治意识淡薄，防护措施不到
位，主体责任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而法律仅规定
了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对于用人单位负责人应承
担的法律责任没有实质性的规定，也缺乏相应的处
罚条款，《职业病防治法》应作相应的修改。另外
《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职业病诊断鉴定需要进行
现场职业危害调查，但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职业
病诊断机构进行现场职业危害调查的权力。实践
中，由于许多用人单位拒绝配合现场调查，职业危
害调查资料难以取得，致使诊断鉴定难以进行。上
述部门建议，在法律中明确职业病诊断机构进行现
场职业危害调查的权力；法律上要明确规定，如果
用人单位拒绝提供职业史证明，可以依据病人的自
述、其他证明材料和职业危害调查等进行职业病诊
断鉴定。

据了解，目前全省职业卫生监管人员数量不
足，基层技术服务能力较弱，还不能适应职业病防
治工作的需要。省有关部门向全国人大调研组提
出，由于卫生监督工作专业性较强，建议建立职业
卫生监督员资格准入制度，提高职业卫生监督管理
水平。

省有关部门建议

修改《职业病防治法》

□记者 左丰岐 通讯员 张劲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月25日，由山东电力研究院研

制的无人智能直升机，在500kV黄滨Ⅰ、Ⅱ线输电
线路成功进行了试飞巡检，飞行距离39基基塔，总
长16公里，地面控制中心成功接收到了无人直升机
巡检传回的有关数据和图像。这标志着输电线路无
人机智能巡检工程，成功进入实用试点阶段。今
年，山东电力研究院将对无人直升机智能巡检系统
进行实用化研究，通过实际飞行巡检来检验现有系
统并进行优化。

“山东造”无人智能直升机

输电线路试检成功

□ 本报记者 王原

5月6日，记者从山东经济学院、山东财政
学院获得消息，省政府日前已收到教育部关于
“山东财经大学（筹）”的相关批复，筹建期
为1年，两校在2011年高考招生中仍采用两个
学校的招生代码分别招生。至此，有关两校合
并的消息终于尘埃落定。

山经山财今年仍分开招生

“昨天，学校已经召开会议，校领导传达
了这份批复的有关精神。”5月6日，山东经济
学院招办主任郭桂媛对记者说。

在1年的筹建期内，两所高校要完成院系
专业整合、人事调整、校区统筹等工作；同
时，完成大学相关软硬件的配套建设，继续配
合教育部的评议审核。新校长人选等人事问
题，目前尚未提及。

据介绍，2011年的高考招生中，山东经济
学院和山东财政学院仍将采用两所高校的招生
代码分别招生。2011届毕业生的毕业证和学位
证，仍将由两所学校分别发放。

“今年财政学院的招生大盘已经确定，计
划仍由教育部门按照原来的招生代码下达。”
山东财政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正林告诉记者，山
财招生总计划4000人，本科计划3800人，专科
计划200人，与去年相比，专科计划减少100
人。该校2010年未招收济南走读生，2011年将
招收200个济南走读生。

郭桂媛表示，在教育部下达给山东省的招
生计划基础上，山东经济学院已经确定了部分
招生计划，但还将尽力争取更多招生计划。

今年两校的招生分数会否提高？有关人士

分析说，两个因素可能会导致两校录取分数抬
升。一是考生可能奔着“山东财大”这个名头
来；另一个因素是今年的招生办法进行了调
整，本科二批和三批合并成一个批次进行录
取，一志愿录不上，可多次重新进行征集志愿
的录取，“这可能让部分考生产生对理想院校
‘冲一冲’的做法”。但具体还要看今年的高
考分数的升降、录取形势等多种因素而定。

师生期望尽早完成实质性合并

多年来，济南市区两所相同性质的大学并
存的局面，制约着这两所学校的发展，不仅造
成教育资源的分散，也造成两校竞争力不足。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少安教授认为，

像山东这样两所财经类高等院校并存于一个城
市的现象在全国并不多见，而作为GDP总量位
居前三的经济大省，“山东也应该拥有一所规
格匹配的财经类大学”。

不管是教职工还是学生，对两校合并一事
都给予了高度关注。

对山东财大获批筹建的消息，山东经济学
院国际金融专业大三学生于凤龙很是欣喜：
“两校合并后的山东财经大学，有望成为一本
院校，我毕业的时候很有可能拿到山东财经大
学的毕业证、学位证，我们可能成为幸运的一
届学生。”

山东经济学院财金学院一位教授说：“两
校这些年来的招生、学生就业、专业发展、学
校建设等都受到‘分’的制约。2011年这一设

想终于有望成为现实。”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两校师生普遍希望看

到的，是两校人、财、物等实质性合并，而不
是各自独立运行的两个分校。后者未免浮于表
面，实质性合并才能对两校后续发展有更大推
动。

合校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并非一朝一夕
能够完成。山东经济学院、山东财政学院目前
都分别拥有两个校区和一个独立学院，不仅校
区数量多，六个校区相互之间距离也比较远，
合校后统筹管理的难度较大，这个“坎儿”必
须过好；而两校的行政职能部门如何合并，重
复人员如何安置，相似专业之间如何分配师资
等等，也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山东应该拥有一所规格匹配的财经类大学”

“山东财大”获批筹建

□记者 王原 报道
本报济南5月6日讯 “山东财经大学”获

得教育部批复开始筹建，筹建期1年。今天，
记者就此采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相关专业人
士，他们表示，1年后如果获得实质合并，

“山东财经大学”有望较现在山经、山财两校
在全国经济学学科门类中单独所处的位次提升
近10个位次。

根据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这份《教育决策参
考》(2010年第3期，总第16期)，2010年中国

大学分学科门类竞争力排行榜中，“经济学”学
科共列了99所高校，其中山东财政学院列第42
位，山东经济学院列第44位。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专业人士认为，与山东经济大省相称，山东需要
一所财经类大学，实现实质性合并以后，将比
两校单独所处位置提高近10个位次，这对于我
省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将是一件好事。

□ 王原

多年前，就有人提出山东经济学院、山东财
政学院合并为一所财经类大学的建议。山东经
济学院财金学院一位教授说：“前几年两校都想
改成大学，但都被教育部否决，因为在一个城市
里不可能同时存在两所专业性质相同的大学。”

记者了解到，与两校合并相关的最早的信
息，出自2009年2月24日省学位委员会的一次
会议。当天，第三届山东省学位委员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在济南召开。会议审议并确定了全省
2008年—2015年新增博士、硕士立项规划建设
单位，最终授予济南大学、山东理工大学为新
增博士立项建设单位；山东经济学院和山东财
政学院两校实施联合申报，被授予为新增博士

规划建设单位。
山东经济学院和山东财政学院也分别于

2009年2月24日、25日在各自官方网站，用极
其简要的一句话通报了“两校联合申报新增博
士规划建设单位成功”的消息，但消息几天之
后就被删除。

由此看出，当时两所学校对此都十分低调，
其中的原因应该就是“联合申报”背后的“合校”
事宜。因为按照国家教育部政策规定，不允许两
校联合申报新增博士单位，而两校申报成功的
前提就是合并。这可称之为申博倒逼合并。

省学位委员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当年申
请博士点全省共有3个名额。第一轮投票的结
果显示，山东经济学院和山东财政学院都排在
前3名之后，但若两校联合申报名次肯定靠

前。在省政府的建议下，两校以盖章为“山东
财经大学（筹）”的申请，成功取得“新增博
士规划建设单位”资格。

据了解，我省对两校合并事宜高度重视，
并专门成立了山东财经大学合作建设协调委员
会。

2010年9月，两校已经将相关筹备材料准备
齐全，并交付教育部。此后，教育部专家组一行
来济南听取了山东财经大学（筹）的情况汇报；
详细了解了两校现有的师资力量、学科设置、合
校的筹建工作进展，以及合校的必要性和可行
性、办学思路与定位等。评估专家还实地考察了
各校区。今年2月25日，教育部专家组再次来到
济南，对山东经济学院、山东财政学院合并组成
山东财经大学（筹）再次进行评议审核。

山经山财合校“胎动”已久

两校合并后“座次”有望提升近10位

□ 本报记者 王原

5月6日，农历立夏。这一天，我国著名科
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山东大学终
身教授蒋民华，因病在济南辞世。下午四点，
山大中心校区的小树林里，师生们举行了小型
的聚会，追忆这位可敬的师长。

6日23点，正在出国访问途中惊悉这一噩
耗的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给记者发来短信：
“蒋老忠诚科学，师德高尚，职业操守，淡泊
名利。关心政治、国家发展，在任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期间，提出大量有建设性的议案、提
案。在学校发展的关键时期发出了关键的富有
远见的声音。杰出科学家、教育家，对中国材
料学科和高等教育的贡献，科学的样板，教师
的楷模，可以载入科学史和山大史册。”

作为我国功能晶体研究和开发的先驱者和
带头人之一，蒋民华院士作有一首《晶体
赋》：“ ……美哉，人工晶体，智慧与心血
的结晶。伟哉，育晶之人，奉献晶体凝练自
己。壮哉，晶体人生，人晶融合始终如一。”

踏上晶体科研之路

斯人已逝，犹有余馨。
“蒋老为人平易朴实，但做学问尤其扎

实。我在实验中遇到困惑的时候，蒋老总是给
我鼓励。”6日下午，蒋民华院士的学生、山
东大学晶体材料研究所所长、晶体材料国家重
点实验室主任陶绪堂教授，跟记者忆起了蒋民
华院士的教诲和与蒋老共事的点滴。

同样是蒋院士的弟子，山东大学晶体材料
研究所原副所长、科技处处长，现任山东大学
学术研究部常务副部长的赵显教授提到蒋老生
前对自己的提携，也是唏嘘不已。

陶绪堂谈到，蒋老上中学的时候，当时的
化学老师激发了他对化学学习的兴趣。1952
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他就告别了故乡，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东大学化学系，在青岛海
滨四年的大学生活，他求知若渴，充分利用每
一刻可以利用的时间，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
茅，备受任课老师的关爱和同学们的钦佩。蒋

民华195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引导蒋民华走上晶体科研之路的，是他在

山大留校任教后学校派他到厦门大学学习时，
师从卢嘉锡学习化学那段时间。当时，按卢嘉
锡教授的话说，中国还制造不出晶体，只能用
人家的材料。他当时逐步认识到了结构的重要
性，并萌生了研究晶体的想法。经过不断地创
新性研究和实验，他建立并逐步把山东大学晶
体实验室建成了国家重点实验室，让中国晶体
研究有了走向世界的实力。

“研究工作一定要和实际结合”

今天的信息时代从材料角度来说，也可以
叫做单晶时代或者功能晶体时代。陶绪堂介

绍，单晶硅是一种重要的功能晶体，是当代微
电子技术的基础材料，除了硅单晶以外，我们
还有许许多多的功能晶体材料，它们具有各种
神奇的功能，通过它们，声、光、热、电、
磁、力等各种能量形式可以相互转换，通过它
们可以发射出各种颜色(频率)的激光。功能晶
体材料的研究是当前材料研究的前沿，具有重
大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

“我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一定要和实际结
合。一定要使我们获得的科技成果直接为我国
的经济建设和国防服务。”从他在山东大学开
始功能晶体研究的那一天开始，蒋民华先生便
为自己和他的同事立下了这一原则。

晶体所刘耀岗教授提到，有一次，蒋民华
出行美国，同行告诉他一种十分珍贵的晶体，
而这种晶体就叫KTP。这样宝贵的晶体，蒋民
华当然不会放过生长它的机会，他亲自点将组
成了课题组。当时，课题组采用了美国和法国
的办法，采用水热法生长KTP晶体。水热法是
采用高温高压条件的一种方法，要求昂贵的设
备、苛刻的条件。

蒋民华就和号称“晶体生长能手”的刘耀
岗教授商量，决定改用熔盐法来生长这种晶
体。到1984年下半年便有了突破性进展。在次
年的鉴定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是国际领先
的成果，由于KTP优良的品质，当时一块3毫
米见方的样品就可以换半公斤白金。

有了科研成果，蒋民华和他的创新团队把
目光瞄向了市场。在当时国家教委的支持下，
他们借款100万元，当年就搞起了小规模的生
产。蒋民华亲自联系外商，亲自到广交会谈
判。采用新方法生长的KTP装置简单，成本低
廉而价值高。第一批订货就达30多万美元。
KTP晶体生长研究与开发由此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和发明专利，其晶体并出口日、美等

国，被誉为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零的突
破”，在国际上开创了将助熔剂法用于批量生
长非线性光学晶体的先河。耐人寻味的是，这
是美国上世纪70年代末最为得意的非浅性光学
晶体，曾将其列入“战略物资”之列，其生长
技术属核心机密。

在蒋老的主持下，山东大学和华光集团联
合建立了山东华光电子公司，山东大学以科研
成果作为技术入股。蒋民华担任了总的技术负
责人，不但把整个课题组“连锅”端到公司，
还召回了在美国公司任职的徐现刚博士加盟这
一事业，这是迄今为止，山东省信息产业规模
最大、国家和省拨款最多的产学研结合项目。
经过3年多的努力，“半导体发光器件外延工
艺和管芯技术”课题于2004年4月正式通过验
收。《中国科学报》等纷纷以我国半导体发光
器件拥有“中国芯”作大标题报道了这一重要
进展！这一成果，打破了半导体外延材料与管
芯技术被发达国家垄断的局面，对发展山东省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促进产业结构
的调整具有重大意义。

淡泊名利奖掖后人

“山东大学晶体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自
1990年第一次接受评估就获得优秀，1997年和
2003年的两次评估也均获优秀。2003年更是在
参评的2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开放实验室中名
列首位。这是与蒋民华院士的长期领导密不可
分的。”赵显告诉记者，晶体材料国家重点实
验室自建设初期起便凝聚着蒋老的心血，实验
室的方向是他亲手制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调
整具体研究内容，实验室的青年骨干学术队伍
是他亲手引进，目前挑大梁的学术骨干是他竭
力培养和提携的，有许多重要的科研成果渗透
了他的智慧和汗水。

蒋民华院士应该感欣慰，山东大学的功能
材料研究所已经走向世界。中国的功能晶体也
在走向世界。正是由于他的努力，中国的晶体
生长组织成为国际晶体生长组织的一员，并在
2004年8月在法国举行的国际晶体生长组织执
委会上，以压倒优势战胜竞争对手取得2010年
在北京举办国际晶体生长会议的举办权。作为
东道主，他以主席身份积极筹备和主办了2005
年举行的第五届亚洲晶体生长与晶体技术学术
会议。

2003年，蒋民华院士身为材料学和凝聚态
物理两个学科的博士生导师，由于突出的研究
成就和科学风范，获得山东省设立的首届最高
科学技术奖。在获得奖励后，他感谢党和人民
给予的荣誉，将成绩归功于多年风雨同舟的战
友，同时宣布将获得的奖金全部捐赠作为奖励
基金以奖掖立志于材料科学与工程事业的大学
生和研究生。

“君子坦荡荡。”这是蒋民华的口头禅。
十年动乱期间，山东大学的晶体生长研究受到
很大的冲击，蒋民华本人被扣上走资产阶级白
专道路的帽子，白天挨批斗，但他晚上仍不间
断地搞晶体生长实验，正是这种坚贞不渝，锲
而不舍的性格使得山东大学的晶体材料探索从
未停止过。

蒋民华：育晶之人 晶体人生

蒋民华院士与丁肇中教授在晶体所实验室（资料照片）。

蒋民华，我国著名的晶体材料学家、教育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山东大学终身
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5月6日4时56分在济
南逝世，享年76岁。

1935年8月16日生于浙江省临海县，1956年2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化学系；
1956年至1964年，山东大学化学系助教、讲师；
1964年至1978年，山东大学晶体生长研究室主任、
副教授；1977年10月至1979年12月，留学前联邦德
国科隆大学结晶学研究所；1978年至1993年，山东
大学晶体材料研究所所长、教授；1987年至1998
年，晶体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1989年至1996年，山东大学副校长；1991年11月，
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1年至1996年，国家高技
术研究发展计划(863)新材料领域第三届专家委员会
专家组长、首席科学家；2000年至2004年，山东大
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曾任山东大学晶体材料研究所和晶体材料国家
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材料研究学
会副理事长，中国材料研究会副理事长，硅酸盐学
会晶体生长与材料分会理事长，国际晶体生长组织
(IOCG)理事和执委会委员，美国《Journal of Ma-
terials Research》主编，美国光学学会资深会员。
当选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
人大代表。

长期从事功能晶体研究，研究领域涉及功能单
晶的生长和表征、半有机二阶和三阶非线性光学材
料的探索及先进半导体材料的制备。他提出的
DKDP晶体的亚稳相生长理论和方法，打破了国际
上在低温稳定相中生长DKDP的惯例，生长出高质
量的晶体在KTP的助熔剂生长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较好地解决了有机非线性光学晶体探索中存在的共
轭基团非线性效应和紫外透光特性互相制约的困
难，首次探索并生长出“中国牌”的LAP晶体，并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把有机基团和无机基团结
合起来的有机金属络合物非线性光学晶体材料系列
的研究领域，形成了有特色的、国际上称为半有机
非线性光学材料的新方向。

曾获国家发明一等奖(1988)，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 1 9 8 7 )，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 1 9 8 8、
1995、1996)，山东省首届科学技术最高奖(2003)，
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1996)，求是杰出科技成
就集体奖(2007)，山东省科技成果一等奖(1981)，山
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999)。

曾获多项荣誉称号：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优秀
科技工作者(1987)，全国先进工作者(1989)，山东省
优秀科技工作者(1987)，富民兴鲁劳动奖章(1987)，
山东省劳动模范(1988)。1986年入选国家有突出贡
献中青年专家。

(记者 王原 整理)
□ 本报记者 王原

一年多前，山东大学东校区新校功能晶体
材料大楼报告厅，记者和200多名师生一起，
听了蒋院士一场题为“中国晶体生长50年———
我的晶体人生”的报告。

蒋院士说，中国晶体生长有悠久的历史，
而中国现代晶体生长则始于1958年，现在中国
人工晶体已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蒋老还饶
有风趣地谈到了“晶体人生记事——— 我的‘浮
生六记’”、“凝练晶体文化”……

就在三年前，站在记者不远处的蒋院士，
满头银发，精神矍铄，那时，73岁高龄的蒋院
士是2008奥运会火炬接力济南站的火炬手，也
是济南站火炬手中唯一的一名中科院院士。

“成为奥运火炬手，是对我从事科研50年

最好的褒奖。”他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到
2008年，出生于浙江临海县的蒋院士已在山东
生活了56年，而在晶体生长的科研领域也已整
整拼搏了50年。“奥运精神是一种拼搏的精
神，搞科研也需要这种拼搏的精神。”说着，
他还举起了拳头……

六年前，记者参加了山东大学2005届研究
生毕业典礼，蒋院士对研究生作报告，他说：
“我喜欢爬山。最近我曾登临云南丽江的玉龙
雪山，当登上海拔4505米滑雪场时，仰望耸立
天际的海拔5596米的扇子陡主峰时，一种对大
自然的敬畏感，不禁油然而生，根本没有古人
那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受。做
学问，的确也像登山，要知道，山外有山，天
外有天，需要不停地登攀。”

记者接触到的蒋民华

蒋民华生平简介

□邱志强 报道
山大师生吊唁蒋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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