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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王桂利
本报通讯员 郭翠华

临近麦收时节，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研
二学生王森又一次来到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
玄庄村，刚走进实验田就被五六个村民围
住。“能不能帮我们判断一下今年麦子产量
怎么样？”王森听完便拿着地里的麦穗，仔
细地教他们认识影响小麦产量的穗粒数、千
粒重、穗数等指标。

“最初王东老师带着我们到实验田里，
一边做课题研究，一边帮当地的百姓解决小
麦冻害、病虫害等问题。在这期间我学到很
多‘大招’，现在也能帮周边农民做些事
了。”王森觉得很自豪。

在山东农大，有很多研究生和王森一样，
经常走进田间地头，手把手把学到的新理念、
新技术教给周边农民，帮他们解决难题。

看到学校研究生们争相为乡村振兴出
力，山东农大党委书记徐剑波说：“立德树
人、强农兴农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我们
将继续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为国家和经济

社会发展培育农业后备军，为国家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

在课程教育中认识创新来源

“在精细化工工艺学课上，李培强老师
给我们讲了很多化学材料到成品的制作过
程，还给我们介绍了他们团队研发的液体地
膜240天完全降解，成本比传统地膜低约30元
每亩，且省时省工，使用方便。”山东农大
研一学生江春欣说。

在东平县挂职科技副县长的山东农大李
培强说：“来到地方挂职以后，自己更了解
农民群众、农业企业对科学技术的迫切需
求，也更懂得了科技成果‘接地气’的重要
性。”李培强在课堂上把自己的经历、体会
和最新的研究成果讲给研究生听，希望能启
发他们认识到科研创新之源。

把乡村振兴、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等战略
融进学生课程学习、实习实践等培养环节，让
研究生在课程教育中认识科学研究就是要解
决生产中“卡脖子”的关键问题，以培养新时代
的新农人，这是山东农大一以贯之的做法。

在导师带动下传承家国情怀

“无论是哪个年代，个人发展一定要与
国家发展始终紧密相连。从事农业科研，更
要关注农业、关心农民，对农民负责。”90岁
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农大教授束怀
瑞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果树事业。

他的爱民爱农情怀让“土生土长”的山
东农大李玲教授深受感染。李玲在五莲县挂
职科技副县长时，经常与农民一起工作在果
园里、林果间，由此当地农民都喜欢称她为
“田间地头上的副县长”。

“开始时，果农们对李老师教给他们的
‘一根棍’等果树种植新技术并不太信任。
李老师就在汪湖镇大湖村建示范基地，让果
农们一亩地就收入三万多元。现在五莲县12个
镇的大大小小果园里都有李老师团队研发的
新品种、新技术，果农们的腰包也渐渐鼓起
来了。”这些都被李玲的硕士研究生陈修淼
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陈修淼在毕业时自动请缨，去了五莲县
凯阳现代农业公司工作。“希望和李老师一
样，将来在小果园里干出一番大事业。”如
今，数十名李玲的学生扎根五莲，每天奔忙
在现代化果园管理中。

为了更好地发挥导师在研究生知农爱农
教育中的作用，山东农大印发了全面落实研
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文件，要求导师把

对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学习、科
学研究、实训实践、就业指导中，让爱农情
怀代代传承成为“规定动作”。

在社会实践中奉献青春才智

去年暑假，枣庄市山亭区北庄镇铁山
村、务后村、洪门村、三道峪村的果农多了
一些帮手：山东农大的在校博士研究生。为
他们牵线搭桥的正是山东农大在北庄镇设立
的乡村振兴博士工作站。

“我们和导师一起，到村里调研，解决
生产现状、问题及需求等。”园艺学院学生
王尧觉得能为果农做点事儿很开心。

有了精准对接乡村振兴服务的“根据
地”，山东农大以后每年暑假期间都选派20名博
士研究生和10名导师深入一线，围绕果树、蔬
菜、病虫害和智慧农业四大块开展科技服务。

“到一线了解生产现状，这对博士生来
说是很好的实习实践课，更能督促他们结合
需求做研究，将来成长为社会需求的好专
家、好管理者等；对农民来说也能直接学习
种植管理方面的新技术。”省派山亭区北庄
镇乡村振兴服务队队员、省教育厅研究生处
雷涛对山东农大博士生到基层服务的事迹称
赞。

□ 本报通讯员 谭璇月

6月20日，哈工大副校长、哈工大（威
海）校长徐晓飞在“2020新工科再深化研讨
会”上，面向线上线下逾两万参会人发布了
“哈工大‘Π型’方案”，引发各界关注。

在哈工大威海校区刚刚结束的学位颁授
仪式上，来自六个新工科专业的100余名毕业生
尤为特殊，他们是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
潮下走出的全国首批新工科毕业生。

绘制“Π型”人才“肖像图”

作为全国新工科人才培养的首批“试水
者”，哈工大积极响应教育部号召，2017年起
以威海校区为试验区，实行人才培养的“供
给侧改革”。

新工科专业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哈
工大威海校区从产业需求着眼，一点点勾勒
未来学生的轮廓。

“‘头顶’精英素质与能力，专业+行业

‘两条腿走路’，我们为学生绘制了一幅‘Π
型’‘肖像图’。”哈工大威海校区教务处
处长姜永远说，“按照‘Π型’肖像的轮廓，
结合新工科的特点，我们把培养目标定为具
有可持续竞争力的创新型卓越工程人才。

围绕这一目标，学校组织各牵头学院开
展了多轮前期论证，每一个新工科专业，都
面向国际工程教育改革的最前沿。

“我们按照CDIO工程教育模式培养学
生，这一模式继承和发展了欧美20多年来工程
教育改革的理念，系统提出了学生培养的12条
可量化标准。”机器人工程系负责人李哲
说，“培养过程中我们打破了传统学科和专
业壁垒，学科交叉、师资多元，系主任统一
调配来自机械、自动化、计算机三个学院的35
位教师。此外学校新建了机器人概念等5个实
验室，同时还可以优先协调使用三个学院原
有的23个实验室资源。”

画好“Π型”教育生态圆

“从‘低头拉车’到‘看路拉车’，新
工科打破了学校与产业、社会之间的壁垒，
进入人才培养的‘高清时代’。”教务处副
处长张策说，“高校对企业的需求‘高
清’，企业对高校的培养过程‘高清’，学
生对行业和岗位的要求‘高清’，形成了浑
然一体的‘圆’。”

为更好地为新工科建设提供360度的支撑
和保障，哈工大威海校区不断探索，推行完
全学分制、转专业等机制和基于项目的学习
计划，实施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与工程领军
人培养计划，建设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开设
新工科数学基础系列课程，投入数千万元加
强新工科专业条件建设，建设六大书院覆盖
全部学生公寓，加强教学信息化与慕课教
学，与100多个国际知名高校开展国际联合人
才培养。

解锁“Π型”“成功密码”

随着全国首批新工科毕业生从“Π型”“肖

像图”中走出，哈工大在三年多的实践中孕育
出的人才培养“Π型”方案也最终“出炉”。

“操作性强、切合中国高校新工科建设
实际，是‘Π型’方案的最大特点。”姜永远
说，“这也是哈工大实施新工科建设与创新
人才培养的‘成功密码’。”

“Π型”方案从培养目标、培养方案、教
学模式、师资队伍、校企合作、国际交流、
通专结合、学院书院等8个方面归纳出8个“Π
模型”——— 以知识、能力为支点，拓展学生
素质；以专业、行业为支点，培养精英素
质；以通识、专业为支点，提升综合素养；
以课程、项目为支点，培养问题求解能力；
以学院、书院为支点，拓展学习成长空间；
以国内、国际为支点，强化国际化竞争力；
以学校教师、企业导师为支点，构建多元化
专兼教师队伍；以学校、企业为支点，开展
工程实践和企业实习。

截至目前，首批有毕业生的六个新工科
专业一次性平均就业率在94%以上，学生去向
多为国内外名校和名企。

山东农大：“好家风”培育新农人

以“Π型”“密码”开启全新未来

哈工大威海校区走出全国首批新工科生

□信永华 任永合 报道
本报青岛讯 为深入普法宣传，切实推进

《民法典》实施，7月15日，山东科技大学组建成
立《民法典》宣讲团，开启宣讲之旅，助力法治
国家建设。

据悉，山东科技大学《民法典》宣讲团将面
向校内外开展宣讲活动。团长由山东科技大学文
法学院院长孙法柏担任，副团长由院党委副书记
李冬担任，成员有包括法学教授、副教授、博士
生导师和法学专业的硕士及部分本科生共22人，工
作内容主要是开展理论研究、推进法律普及、强
化咨询服务、营造普法氛围，争做《民法典》明
白人、传播人、守护人，当好《民法典》的宣传
者、实践者、推动者，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科大贡献。

□林爽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月17日，山东政法学院成立网

格学院，助力平安山东、法治山东建设，致力于
打造我省网格化社会治理工作创新研究的重要基
地、网格员教育培训的主渠道、党委和政府决策
咨询的思想库。

网格学院立足我省基层社会治理与法治建设
领域的突出问题和前沿性问题，聚焦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网格化社会治理、基层智慧治理、社
会风险防控、应急管理等学术理论研究；同时加
快研究成果转化，积极服务我省网格化社会治理
实践创新和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人员（网格员骨
干、社区书记、主任、乡镇街道政法委员、综治
中心主任、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主任、矛盾纠纷
调解中心主任等）的教育培训工作。

山东科大
成立《民法典》宣讲团

山东政法学院成立网格学院

《大学的格局与追求》
出版发行

□记 者 王原
通讯员 姚昌 张茂聪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师范大学原党委书
记商志晓教授领衔课题组编著的《大学的格局与追
求——— 山东师范大学办学治校透析》一书由山东人
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山东师范大学近年来的改革发展为
例，着力揭示一所有内涵、有作为的大学应有的
格局与追求，深刻阐明当今时代大学办学治校的
一些具有规律性的问题。山东师范大学在长期办
学治校实践过程中提炼形成的“一三三四”整体
布局，就是一种格局与追求的呈现。全书紧紧围
绕学校“一三三四”整体布局，从目标定位，教
学工作、科研工作、学生工作，学科建设、人才
队伍、绩效管理，制度机制、资源配置、基础服
务、安全和谐等11个方面，突出党的建设、综合改
革2项关键，全面总结了学校自建校60年以来从严
治党、办学治校的创新做法与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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