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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王桂利
本报通讯员 翟荣惠

4月4日，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济
南召开，山东农业大学的三项成果获得山东
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毛志泉、米庆华、林海
三位首位完成人，与获得2018年度国家科技
科技进步二等奖的张修国教授一起登上领奖
台。灿烂的笑容绽放在四位专家脸上，骄傲
与激动在所有山农大人心中激荡。

“我们提倡‘顶天立地’。顶天，就是
要出高水平的成果；立地，就是科研成果要
接地气，为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
强大科技支撑。从粮食增产到提质增效，从
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改革开放以来，山东
农大人始终把骨子里的家国情怀贯穿到科技
工作中，给农业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山东
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徐剑波说。

增产技术让百姓放心吃馒头

改革开放的战鼓，激励科技工作者跑步
进入研究的春天。1978年，山东农业大学余
松烈、庞金宣两位专家分别主持完成的“小
麦丰产理论及栽培技术研究”“刺槐花药培
养”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开启了该校摘
取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励的先声。

从1974年开始，余松烈就在滕县（今滕
州市）蹲点。他带领当地群众一起作小麦精
播高产试验，实现了全县80多万亩小麦全面
丰产。1980年担任山东省小麦技术顾问团团
长后，他每年有200多天在外指导生产，把
新技术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在以他为代表
的一大批农业专家努力下，山东小麦亩均增
产100多公斤，解决了老百姓吃馒头问题。
后来，余松烈院士的学生于振文教授，用氮
肥后移等技术解决了小麦植株个体内部的矛
盾。其关于小麦衰老生理和品质生理的高产
栽培理论与技术，取得两项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1983年，余松烈和玉米专家胡昌浩共同
主持“黄淮海夏秋粮均衡增产技术”，3年
使1000万亩良田增产25亿公斤。1987年，这
项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胡昌浩与董树亭两位专家带领团队研发
的玉米高产优质高效生理生态和玉米无公害
生产关键技术，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把中
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贡献卓著，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科技创新提升作物品质

小麦的丰产，让老百姓对高品质小麦有
了需求。在育种领域，1993年，山东农业大
学生理育种专家张忠义、梁作勤等选育的面
包小麦品种PH82-2-2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
奖。这是我国第一个优质面包小麦品种。一
时间，订货单纷至沓来。

束怀瑞教授根据自己多年对果树根系的
研究，发明了经济实惠又简便有效的“地膜
覆盖穴贮肥水”技术，使缺水贫瘠的沂蒙山
区成为我国重要的果品生产基地。他的“山
东省百万亩苹果幼树优质丰产开发研究”课
题，使山东18个县新增经济效益56亿元，
1996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7年，该校的“冬小麦矮秆、多抗、
高产新种质‘矮孟牛’的创造及利用”项
目，获当年唯一的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利
用来自于“矮丰3号”“孟县201”“牛朱
特”3个“偏材”种质，李晴祺教授等人创
造出了“奇材”种质“矮孟牛”。据不完全
统计，研究人员用“矮孟牛”种质已培育出
23个小麦品种，其中国家级推广品种10个，
累计推广3亿多亩。

学术突破拥有更多话语权

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8

年来，中国经济迎来多维度的世界性冲击。
山东农业大学众多专家的成就，让中国拥有
了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张民教授研制出的控释肥，价格降到了
国外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一。2004年11月，金
正大集团与山东农业大学签订包膜控释肥核
心专利技术转让协议。2012年，金正大一跃
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控释肥生产基地。2016
年4月，张民作为首席专家起草的控释肥料
国际标准正式颁布，成为我国引领世界控释
肥产业发展的重要标志。

禽白血病长期困扰优质肉鸡产业发展。
1998年，崔治中教授分离鉴定了J亚群禽白血
病病毒。随后，他的团队又研发出快速检测
病毒的诊断试剂，有效控制了禽白血病在我
国的流行，并因此获得2012年度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崔治中也入选世界禽病学会名人
堂。

植物真菌和病理学家张天宇教授和蔬菜
专家刘世琦教授在中美鸭梨与大蒜贸易争端
中贡献卓著。2003年底，美国检疫部门以在
我国输往美国的鸭梨上发现链格孢新种为
由，无限期停止鸭梨进口。2004年2月，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安排张天宇作为首席
谈判专家，与美方进行技术磋商。他指出实
验漏洞，最终使输美鸭梨贸易顺利恢复。
2005年2月，刘世琦受商务部邀请，全程参与
美国商务部对中国企业的大蒜反倾销调查，
帮助中方企业赢得了诉讼。

科技翅膀助力农业转型升级

作为我省农业发展的重要科技引擎，山
东农业大学紧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强化
科技研发和创新，加大成果转化和推广。

果树专家陈学森教授在核果类研究成果
荣获201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以后，工作热
情更加高涨。近两年，他精心选育的“山农
酥”和“新慈香”两个新品种，果大耐藏品
优，正被迅速推广。

中国大蒜主产地中，山东大蒜出口量占
全国近八成。近两年，出口保鲜大蒜比例逐
渐下降，脱水大蒜比例逐渐上升。为了推广
大蒜科学种植和深加工技术，刘世琦踏遍齐
鲁大地，并远赴新疆、辽宁等地，手把手传
授农民新技术。

刚刚摘得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的三项
成果，研究的是鸡饲料质量品质调控、解决
苹果重茬障碍技术和新型棚膜地膜开发等问
题，其中多项技术已经被列为农业部主推技
术。获得2018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
“主要蔬菜卵菌病害关键防控技术研究与应
用”项目，研究出的品种抗灾和监测预警核
心技术，在产业上推广近1500万亩。

产业上能发力，是多年科学研究成果积
淀的回报。“要想出大成果，就要耐得住寂
寞，还要稳得住方向。不赶时髦、不做‘快
餐’。”山东农业大学校长张宪省说。

□ 本报通讯员 刘珂珂

大学因城市而生，城市因大学而盛。为
助推济南扬起龙头、山东走在前列，济南大
学努力充当动力源、助推器和人才库，努力
把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把更多的
人才留在济南，在区域新旧动能转换中不断
贡献着大学力量。

在区域进行新旧动能转换的大背景下，
济南大学主动对接济南十大千亿产业人才需
求，加大新工科建设力度，提升改造传统专
业，服务产业升级需求，按照“战略合作，
校企一体，产学链接”的思路，增设校企合
作办学专业，为企业培养急需人才。济南大
学目前一共有93个本科专业，近些年新设置
了机器人工程、标准化、大数据与数据科
学、人工智能方面等方面的专业。

为更好地服务新旧动能转换需要，除了
培养人才，济南大学还聚焦新旧动能转换
“十强”产业，积极引进和培养高层次人
才。近三年，济南大学投入大量资源，加大
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引进和培养博士以上

高层次人才400多人，其中全资引进国家杰
出青年获得者三人，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
者两人，柔性引进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领
军人才七名，培养和引进泰山学者特聘教授
17名，有力地支撑了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和服
务新旧动能转换的需要。

实施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是通过新技
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四新”促进产业
智能化、促进产业智慧化、智慧产业化、跨
界融合化、品牌高端化等“四化”。济南大
学整合优质资源，成立了济南大学产业技术
研究院，新旧动能转换研究院，建设十大科
技创新平台，组建十大科技创新团队，围绕
“四化”与政府企业紧密合作，开展研究和
技术开发。

高校是高新成果产出的主力军。济南大
学在加强政产学研合作方面也下了不少功
夫：2016年，学校出台了《济南大学关于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实施意见》，支持科
研人员到地方、企业兼职（或一段时间内全
职）从事技术转移、成果转化工作，促进了

学校科研人员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产生了
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近五年签订技术合
同1038项，技术合同额2 . 95亿元。

积极推进政产学研的合作，目前学校与
济南市及济南下属的五个区签订了全面战略
合作协议，与浪潮、重汽等20多家企业建立
了合作关系。每年向济南市派出干部、教师
十几名，到政府和企业挂职锻炼。2018年学
校与政府企业共建技术转移中心、产学研基
地17个，签订技术合同225项，培育新旧动能
转换项目54个，有效促进了政产学研的合
作。建有天桥大学科技园、章丘技术转移中
心、天桥大学科技园，现在已成为科技部备
案的众创空间，签约进驻的企业14家，在大
学科技园工作的创新团队有六个。学校还与
市中区共同建设了创业学院，吸引济南大学
的教师学生以及部分社会人才到创业学院去
创业。创业学院成立以来，已经进驻企业20
多家。创业学院与支柱级企业共同建设了16
个平台，承担济南市各类科研项目近200
项，签订技术合同463项，协助济南市完成
了国家新材料特色产业基地和环保节能材料

与装备特色产业基地的建设和验收工作。
服务地方新旧动能转换是地方高校的使

命和责任，为此，学校确立了一个理念：以
贡献求发展；一个方向：深度融合、合作共
赢；两个重点：人才和创新。一是人才培养
工作，主要是在继续做好求变、求新、求实
三个方面工作的基础上，建设一批与十大千
亿产业发展同频共振的优势特色专业群，比
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群、材料科学与工
程专业群、机械制造专业群、金融学专业
群、现代物流专业群等。二是领军人才的共
享工作，解决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问
题。在这方面学校近五年计划引进一批十大
千亿产业需要的高端人才。三是新旧动能转
换重大问题研究工作。学校将充分发挥现有
智库和平台的作用，与有关部门深入交流接
洽，了解政府部门对智库研究的需求，深入
基层调查研究，了解全省不同区域的发展差
异、产业升级面临的瓶颈以及“四新”“四
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有的放矢地进行
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为政府部
门科学决策，行业发展提供咨政咨询服务。

三成果喜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家国情怀结出山农大科技硕果

积极引进和培养“十强”人才，成立研究院，搭建科技创新平台

济南大学助推区域新旧动能转换

□ 责任编辑 蔡明亮

□王艳芳 报道
近日，威海市环

翠区各学校扎实开展
思政课教育，让思政
教育走进课堂，走进
社区。

图为塔山小学的
孩子们走进社区，听
老党员姜书镇讲红色
故事。

听老党员

讲红色故事

□记者 王桂利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018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奖项中，我省

高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共有74项成果获奖，比2017年度
增加12项，增长率为19 . 4%。另外还有30项成果作为参与
单位获奖。高校获2018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奖项数量明
显提升。

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分为最高奖、自然科学奖、技术
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四个类别。我省高校作为我
省基础研究和重大原始性创新研究的主力军，作为第一
完成单位获得四个类别的奖项数量分别为1、20、10和43
项，分别占总数的100%、83 . 3%、76 . 9%和27 . 4%，自然科
学奖、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占比均超过50%，并囊括最高
奖。体现了我省高校在基础研究和成果转移转化中的主
力军作用。

我省省属高校进步明显，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共有59
项成果获奖，获奖总数比2017年度增加18项，增长率为
43 . 9%，其中一等奖12项，增长率为33 . 3%。

在山东科技奖评选标准越来越高、评审程序更加严
格规范的情况下，我省高校获奖数量连年增加，充分反
映出我省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服务新旧动能转
换“十强”产业能力不断增强，为我省经济和社会发展
所作的贡献越来越大。

我省高校获省科学技术奖

数量增长明显

□王桂利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月12日，山东省中小学师资培训中心

主办的中小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研讨会在济南召开。
研讨会围绕中小学校传统文化教育“为什么学、学

什么、怎么学”的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与会专家一致认
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体系、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途径，是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基
础。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引导青少年学生
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
基本国情，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坚定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理想信念，具有深远意义。

□通讯员 于洪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月14日，2018年-2022年教育部高等学

校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简称教指委）第
一次主任委员工作会议在山东财经大学举行。教指委主
任委员、山财大校长赵忠秀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的7名副主任委员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教指委要深入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
全国高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挥好“参谋
部”“咨询团”“指导组”“推动组”的作用，在教育
部高教司指导下，在抓好专业建设、建立联动发展机
制、加强校际合作、加强人才培养质量、建设新文科等
方面起到促进作用，为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作出应有贡
献。

围绕普通高校人文社科本科专业认证标准、一流本
科专业“双万计划”建设、国际发展合作新专业设置等
议题，专家们一致认为，要加强“新文科”建设的研究
宣传工作，率先开展经贸类专业教学改革，推动一流课
程建设，评选一批质量高、示范性强的“金课”，在做
好本专业领域教师、专业负责人和新入职青年教师的培
训同时，积极开展“一带一路”建设与创业教育、校企
结合的人才培养实践。

教育部高校

经贸类教指委会议召开

专家研讨

中小学校传统文化教育

□通讯员 任波 苏超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世界机器人大赛煤炭行业选拔赛启动

会暨人工智能高峰论坛近日在济南举办。据悉，世界机
器人大赛首届煤炭行业选拔赛将由山东科技大学承办，
这项被誉为机器人界的“奥林匹克”赛事将于近期在山
东拉开。

世界机器人大赛是世界机器人大会的重要组成部
分，旨在通过竞赛为参赛选手提供创新成果展示平台，
促进机器人领域产、学、研、用有机融合，为全球机器
人产业发展贡献智慧与方案，为全球创新人才、科技人
才培养作出贡献。世界机器人大赛自2015年起已成功举办
四届，吸引了全球20余个国家近8万名选手参赛，是目前
国内外规模最大、专业性最强、国际元素最丰富的机器
人领域的官方赛事。2019年世界机器人大赛将设置多场选
拔赛，总决赛将于8月下旬在北京举行。

世界机器人大赛煤炭行业

选拔赛将在山科大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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