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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洪良 王晓迪 贾庆英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山东财经大学山东省经济理论与政策

研究中心、山财大经济学院提交的研究报告《山东省民营
经济发展政策评估报告》，日前获得省政府主要领导批
示。批示认为，“这个报告方法得当、内容翔实、分析透
彻、建议可行，具有较高参考价值；请发改委、经信委、
商务厅、金融办研究提出意见，相关工作，请省工商局坚
持抓好”。

该研究报告是山财大董长瑞教授主持的山东省工商局
课题《山东省民营经济发展政策评估报告》的最终成果。
报告对2014年7月以来我省17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落实《关
于加快全省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鲁发[2014]15号）的情
况进行了系统评估。通过政府督查、问卷调查、走访调
查、信息采集、企业家座谈等形式，对政策落实情况和政
策实施效果进行了深入分析，针对政策落实中面临的突出
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 王桂利 王静

“和山东农业大学联合培养的学生经过
在企业学习，动手能力增强了，想法变得实
际很多，更理解基层的工作，也更愿意吃
苦。”山东金保罗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技术总
监张雪连说。这学期，食科学院2013级卓越
工程师班班长闫晓菲和其他同学正在山东农
业大学教学科研实践基地——— —— 山东金保罗
公司实习锻炼。

推荐学生去企业定岗实习是学校和企业
运行多年的合作模式。近年来，山东农业大
学不断探索校企合作的新模式、新方法、新
路子，广泛开展各种模式的校企合作，与山
东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惠普公司、亿
利绿土地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泉林嘉有肥料
有限责任公司等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2015年始，学校在探索深度合作过程中
采取了“引企入校”的新模式，在人才联合
培养、技术创新、产学研对接等方面搭建起
校企深度融合发展的新平台。

联合培养实现“无缝对接”

校企联合“订单式”培养人才，最大限

度满足企业的人才需求。学校依据企业需要
和要求，确定专业、教学内容、教学目标，
提高毕业生的岗位适应能力，缩短学生的成
长周期。

“2014年，学院和惠普公司合作，开始
在计算机类专业设置软件开发和软件测试两
个专业方向，按照‘3+1’模式合作培养人
才，前3年在学校开展理论学习和部分实践
环节训练，第4年在惠普软件人才实训基地
开展学习和实训。”山东农大信息学院党委
书记李广松介绍。

2016年，信息学院又与青软实训公司合
作，开设通信工程 （嵌入式方向）专业，采取

“2 . 5+1 . 5”培养模式，学生第1至5学期根据校
企双方共同制定的培养方案在校内完成公共
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的学习，第6至8学期到合
作企业进行实训为主的学习。学生实习期间，
学校派教师管理，企业派“师傅”指导。

教师利用到企业技术指导的机会，深入
到生产一线，承担企业的技术研发任务，开
发新的实训项目和教材，将生产实践中的案
例引入到课程教学之中。食科学院的张仁堂
老师在教学和科研时间之余，在企业担任技
术顾问，他带领的“3N”食品科技学生创业
团队研发出九州仁孝滋补酒，与山东国仁堂
食品合作生产，产品已通过检验并进入市
场。在前不久的中国食品科技成果展上，九
州仁孝滋补酒从上千件产品中脱颖而出获得
优秀奖。张仁堂说：“食品科学是应用性很
强的学科之一。在与企业联合过程中，教师
可以发掘自己的研发方向，学生可以锻炼自

己的实操能力，企业可以实现技术水平及新
产品的开发，这是多赢的教育发展模式。”

开办“企业冠名班”定向培养是山东农
大运行多年的成熟模式，如与北京生泰尔集
团成立“生泰尔班”，与山东荣昌集团合作
的“荣昌班”，与济南正大公司成立的“正
大班”，与山东和美华集团合作培养学生的
“和美华班”，与山东六和集团合作的“新
希望六和实践班”等。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
案的修订、教学、考核、定岗实习、推荐就
业等所有环节，逐步形成与合办专业配套的
教材、系列的实训项目、完善的管理规范。

副校长朱莉说：“学校将企业项目引进
课堂‘量体裁衣’，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针
对性强，真正实现大学生毕业就能上岗，大
大缩短了企业用人成长周期。”

协同创新实现“零距离接轨”

企业根据自己的需求，提出实验室的建
设方向，学校和企业共同投资或以企业为主
投资，在学校建立相应专业的实验室，这是
山东农大“引企入校”的另一重要合作方
式。目前学校已与河南大用集团、亿利集
团、山东泉林集团等合作建立了5个实验
室，实验室由学校管理使用，取得的科技成
果共享并可以在企业优先优惠转化使用。共
建实验室后，由企业按市场需求提出研究内
容、目标，针对企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技术
难题，科研人员有目的性地进行研究开发，
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难题，成

果直接在企业应用，真正做到“接地气”。
山东泉林纸业有限公司是学校多年的合

作伙伴，经过40多年的发展，该企业目前已
成为以秸秆制浆造纸综合利用为核心的大型
集团企业，但纸业生产的副产品和边缘产品
长期以来无从处置。近几年，山东农大与其
子公司泉林嘉有肥料公司合作共建了“山东
农业大学泉林黄腐酸肥料工程实验室”，协
同开展黄腐酸肥料、有机肥及生物肥料研
发、应用与相关评价。公司每年提供100万
元的研究经费，农业大学与企业的科研人员
围绕国家和区域产业发展的总体规划联合开
展造纸废水的综合处理、利用研究，并就周
边湿地生态构建进行规划布局和综合开发，
合作培养企业发展亟需的高水平人才。

山东农业大学资环学院张民教授的团队
研发出新型作物控释肥，2004年成果落地后
开始与金正大集团合作，进行大规模生产，
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缓控释肥生产基地。自
2008年开始，金正大针对企业自身技术需求
采取单项委托的形式投入1000多万元，委托
学校30多名科研人员为其进行新型控释肥应
用试验研究。2016年，由山东农业大学、上
海化工研究院、金正大集团等单位共同起草
的控释肥料国际标准由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正式颁布并实施。学校与企业协同
技术创新，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真正实现了
“零距离接轨”。

该校发展规划处处长米庆华表示，山东
农大一直以来注重产学研合作，努力使教
学、科研适应企业生产的需要。

专业与产业共推进 学校与企业共发展

山东农大搭建校企融合发展平台

□记者 王原 通讯员 张磊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艺术学院职业

教育学院朋辈教育导师举行宿舍见面会，职
业教育学院遴选出的 8 3个优秀“朋辈导
师”，管理、服务于今年该院大一年级的
489名新生。这些高年级学生党员、学生干
部以及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将以“一对
一”方式定向联系一年级学生宿舍，助力学
生管理，开展“精准微服务”。

“职业教育学院学生干部联系宿舍制度
是朋辈教育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职业教
育学院负责学生工作的党总支副书记杜建
说，同辈群体是一个人成长发展的重要环境
因素，尤其是在青少年时期，所产生的“同

辈效应”甚至超过父母和老师的影响。“让
同龄人影响同龄人”也成为学生思政教育的
必然选择。山东艺术学院党委提出“学生管
理工作重心下移”，职业教育学院近年在全
院学生中大力开展“朋辈教育”，已成为该
院学生管理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实践的一个品
牌。

参与这项工作的职业教育学院教师董莉
介绍，职业教育学院的“朋辈导师”，主要

是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优秀团员，他
们还举办“蜜蜂公益”组织，在校内外长期
开展各类公益服务。今年暑假，“蜜蜂公
益”分别奔赴济南市长清区平安街道石庄村
和郓城县黄集乡邢庄村，开展了教育帮扶、
慰问演出、手绘文化墙，受到村民的认可和
欢迎，并受到团省委表彰。

“朋辈导师”在心理疏导方面也发挥着
作用。大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情感交流、

人际交往等方面不顺时，容易出现心理问
题，且常处于隐性状态。“朋辈导师”往往
平时和他们就是好朋友，通过QQ、微博、
微信等方式自然介入进行疏导。职业教育学
院2014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小导师”邢壮
壮发现自己负责的一名学生，因恋爱导致分
心，不思学业，上课迟到。经过邢壮壮耐心
细致地做思想工作，该生逐渐调整好状态，
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学习生活中。

山艺83个“朋辈导师”上岗

《山东省民营经济发展政策

评估报告》获好评

□高会贤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月15日，山东省装配式建筑教育高峰

论坛暨“装配式建筑教育百师提升计划”专项培训在济南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成功开幕。论坛由中国建筑学会建筑产
业现代化发展委员会、山东省建筑职业教育专业建设指导
委员会指导，山东省建筑产业现代化教育联盟主办，济南
市建筑产业现代化职教集团协办，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万斯达学院、山东智筑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承办。

联盟30余家成员单位代表齐聚一堂，在建筑产业转型
升级新形势下，为加快我省装配式建筑人才培养、专业建
设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讨，展示联盟院校提升质量、
开放创新、融合发展的经验和成果，探讨新形势下装配式
人才教育发展的重心和路径。

装配式建筑教育高峰论坛

在济南工程职院启动

□王原 李晓晓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齐鲁工业大学通过教师个人申请，

各学院（部）推荐，跟踪听课、专家评审等程序，最终评选出
“微机原理及应用”等58份“德融教学”好教案；“电路原理”
等20门“德融教学”好课堂；宋明等10名“德融教学”好教师。
学校还把“德融课堂”情况纳入教师德育业绩考核，推动教
风、学风建设，进一步提高了育人质量。

齐鲁工大推动“德融教学”

□ 责任编辑 张西可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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