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通讯员 林瑜

泰山学院2020级公费师范生李忆祖怎么都
不会想到，偶然发现的军功章上，竟然记载了
父亲李明儒作为一名军人的光荣历史。如果不
是学校党委宣传部、校团委和数学与统计学院
联合开展的“薪火相传学党史，红心向党筑未
来”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已经上大二的她，很少
坐下来听父亲讲述他的军旅生涯。“原来，平时
仰慕的英雄就在我们身边，他们也许就是我们
的父辈。”李忆祖感慨地说。

泰山学院以学党史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为契
机，引导青年学生访谈红色人物，挖掘红色故
事，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担当时代重任，让
青年学生接受红色教育的精神洗礼。

与李忆祖有着同样感受的还有信息与计算
科学专业2020级的顾兆碟同学。暑期回家后，她向
母亲说起学党史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情况，询问
村里有没有老战士、老党员，妈妈脱口而出“有
啊，你张建合爷爷就是！”“张爷爷？”顾兆碟知道

这个身材瘦削的老人，时常见到他拄着拐杖在街
道上蹒跚散步。母亲还告诉她，张建合爷爷和她
家是远房亲戚。兴奋又好奇的顾兆碟立马来到了
张爷爷家，听他讲述曾经的戎马生涯。

97岁高龄的张建合老人，18岁参加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几乎参加了华东地区的
所有战事。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张建
合老人又跟随所在部队奔赴朝鲜战场。谈起朝
鲜零下40多摄氏度极端恶劣的战场环境中牺牲
的战友，至今他都会极度悲伤。

曹烜是数学与统计学院的学生会干部，今
年暑期留校一周，带领其他7名学生骨干一起
在泰安市寻访了7名老战士、老党员。曹烜等
几位同学在岱岳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负责人的
引领下采访了杨衡、傅传银等老战士、老党
员。他们虽是耄耋之年，但都身体硬朗、思路
清晰，对年轻人的关爱溢于言表，“好好学
习，让祖国更强大”是老战士、老党员们对青
年学生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不少参加过抗美援
朝战争的老战士谈到朝鲜战场的艰苦时说“炒

面混着雪水吃”，参与寻访活动的青年学生纷
纷感叹“真的是想象不到的艰苦”。

遇到93岁的韩成修老人，对数学与统计学
院2020级学生米琳和安国俊来说纯属偶然。米
琳和安国俊住在同一个社区，曾是高中同学，
他们社区旁边就是老干部退休所，所里的老人
们时常在附近的健身场活动。有着73年党龄的
韩成修老人就在健身场向两位同学讲述了自己
的战斗故事。莱芜战役中，韩成修所在的班领
到了“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完成”的艰巨任务，
阻击敌人增援的六辆坦克。在战友伤亡惨重的
情况下，韩成修奋不顾身地拿着两颗手榴弹，
利用自己身材瘦小行动灵活的优势爬到敌人坦
克上，将敌人坦克上的重武器炸毁。那次战斗
中，韩成修的左臂不幸被炸得血肉模糊，被送
进战地医院救治。因部队战士伤亡严重，还未
痊愈的韩成修不久又带伤回到了战场……如同
电影般的战争画面，深深打动了米琳和安国
俊，周围倾听的群众，也被感动得纷纷抹泪。
韩成修说，“我现在生活得很幸福，非常感谢

党和国家的照顾，这一生很值得。”
……
“薪火相传学党史，红心向党筑未来。”

数学与统计学院团委书记韩影说，暑期社会实
践活动，当时拟定了五个主题，寻访老战士和老
党员活动，只是其中的一个活动主题。主要是通
过走访慰问的方式，寻访山东各地区老战士、老
党员，走近他们，进行面对面采访、拍摄，记录感
人故事，整理珍贵记忆，汲取奋进力量。

整个暑期，泰山学院121名直接参与学党
史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党员团员，历时40余
天，搭乘各类交通工具，足迹遍布山东省11个
市40余个县（市、区），寻访老战士、老党员
100人，并及时发布分享，让全院师生共享活
动成果。此次寻访的100名革命老人，90岁以上
的有11人，其中最年长者97岁，党龄在50年以
上的有28人。他们都为新中国的成立、建设作
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退伍后，他们大都工作
在县城和乡村，默默无闻地为祖国的强大奉献
着光和热。

□记 者 王原
通讯员 杨春娟 报道

本报烟台讯 日前，经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
准同意，全国草种质资源技术协作组在烟台揭牌
成立。

全国草种质资源技术协作组组长、鲁东大学
滨海草业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教授付金民介绍，我
国对草种质资源的收集保护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
期，近年山东在相关方面多项工作处于全国领先
地位。2020年，山东省首个草种质资源库落户鲁
东大学。鲁东大学滨海草业科学与技术研究院瞄
准滨海盐碱地植物生态修复技术前沿，致力于滨
海草种质资源与分子育种的创新与应用研究，已
建成“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站（烟台）”“烟台
市滨海草省级林木种质资源库”等集研发和示范
于一体的科研平台。其团队收集了涵盖全球的草
坪草、牧草、生态草等野生种质资源3250余份，
培育的鲁滨1号沟叶结缕草通过国家草品种审定
委员会审定，鲁滨2号杂交狗牙根、鲁滨3号海雀
稗通过国家草品种委员会初审进入公示期，多个
草品种在全国数个滨海盐碱地展开原土和规模化
种植，产生良好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王翠英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0月17日上午，第五届山东省

大学生智能控制大赛在潍坊科技学院举行。大赛
围绕“智慧农业”主题，设置“分苗必争——— 移
苗比赛”“探索者机器人——— 全能对抗赛”“华
航唯实杯机器人——— 虚拟仿真赛”“大疆TT无
人机——— 雪中送炭”等10个项目，吸引了47所高
校的2137支队伍参赛，经预赛选拔共计344支队
伍进入决赛。

大学生智能控制大赛作为山东省大学生科技
节中一项重要赛事活动，已成为我省智能控制领
域的高水平、专业性竞赛。通过本次大赛，各高
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协同创新，积极搭建人
工智能学科体系，扩大研究投入，培养了更多智
能内行、控制能手。大赛为同学们提供了交流探
索的平台，促进了学生兴趣爱好的发展。通过比
赛交流，增强了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推动
了“以赛促教、以赛促学”育人模式的发展，为
培养造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促
进高校主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张宝成 王增升 报道
本报安丘讯 日前，安丘市东埠中学擦亮学

校“红润党建”品牌，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增强爱党爱国爱家情
感，开展“红心向党”系列德育活动。

安丘市东埠中学开展“壮丽72年 奋进新时
代”视频观看活动，组织学生和父母一起观看祖
国72年历史进程、伟大成就，点赞新中国，筑梦
新时代。开展“我心目中的英雄”主题征文活
动，引导学生阅读红色经典书籍，观看红色影
片，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同时，组织
学生用书法、绘画等作品描绘建党百年的光辉历
程和伟大成就，用笔墨抒写对党、对祖国和人民
的热爱。

该校还组织学生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追
寻红色足迹，重温红色记忆，感受红色情怀，在
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党、
爱国情怀；开展“我与国旗合个影”摄影活动，
拍摄一张与国旗的合影，设计一句对祖国的表白
语或祝福语，让五星红旗在心中永驻；开展“请
党放心，强国有我”手抄报活动，以“请党放
心，强国有我”为主题，充分利用班级文化走
廊，进行手抄报展评，用我手写我心绘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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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学院开展大学生学党史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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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潍坊科技学院举行

“红心向党”

传承红色基因

□韩恩健 杨洋 报道
近日，山东水利职业学院商务管理系党员

教师与入党积极分子共同赴江苏京东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和中国岚山茶产业发展大会，开展社
会实践活动。

□记者 王原 通讯员 李晨歌 报道
10月22日，“全国纺织行业第三批‘中国纺

织大工匠’命名推介大会暨‘学邓建军科研组·
建创新型班组’——— 2021年全国纺织行业创新型
班组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召开。会上，宣读了《关于命名第三批“中国纺
织大工匠”的决定》，山东科技职业学院聘第三
批“中国纺织大工匠”为学院“现代产业导
师”，并为其颁发了聘书。

□ 本报通讯员 刘艳莉 侯集体

刚刚闭幕的山东省第十六届大学生运动
会，鲁东大学参赛运动员共获得17枚金牌、7
枚银牌和13枚铜牌，这是继今年第十四届全国
学生运动会和第十四届全运会之后，又一次取
得骄人战绩。参赛运动员以高超的运动技能和
顽强的意志品质，展现出了鲁大学子顽强拼搏、
积极进取、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体现了鲁大
高质量的体育教学工作。

近年来，鲁东大学持续推动大学体育综合
改革，打造“课堂+锻炼+竞赛”三位一体体育
工作模式，建立系统科学的体育课程学习评价
体系，对学生的体育学习进行全面综合评价，
体现“健康第一”“终身体育”的教育理念，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阳光超市”，

激发学生体育兴趣

“我们从培养学生基本能力和兴趣习惯出
发，根据学生个性差异和个性需求，科学设置

体育课程内容，积极打造体育课程‘阳光超
市’，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体育
课程。”该校体育学院院长于军说。

鲁东大学加强专业建设，不断深化体育课程
改革，体育教育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田径》课程获批国家一流本科课程、山东
省普通本科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开设三大
球、三小球、武术散打跆拳道、体操形体健身操等
30门体育课程，供学生自主选择。

加强大学体育文化建设，以“我运动我健
康我快乐”“每天锻炼1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
幸福生活一辈子”的健康理念为引领，开展形式
多样的体育健身知识讲座，普及科学健身方式
方法。营造“每月有比赛，每周有精彩，每天有活
动”的浓厚校园体育活动氛围，让学生走出教
室、走出宿舍、走下网络、走进操场，参与到体育
活动中，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赛教融合，

提升体育人才培养质量

“我们以体育竞赛为抓手，积极探索学、

练、赛体育教学实践模式，推动赛教深度融
合，提升学生的运动技能和身体素质。”体育
学院副院长邱建国说。

学校与山东省体育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
烟台体育局加强交流合作，在体育教学、运动训
练、赛事承办、科学研究、田径产业、人才培训培
养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为山东省、烟台市体育
事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与科研服务。

学校重视体育竞技工作，把在体育竞赛中
取得显著成绩纳入各类奖学金的申请条件之
中，制定《鲁东大学高水平运动队管理办法》，结
合专业特点及个人情况建立了运动员训练档
案，并不断扩充优秀教练员队伍。

近年来，鲁东大学先后在亚洲竞走锦标赛、
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全国田径锦标赛、全国大学
生散打锦标赛、山东省运动会等高水平体育赛
事中，获得冠军103个、亚军82个、季军126个。

科研攻关，

为体育竞技赋能

“我们的工作相当于科研教练。同场或者

隔网类的集体项目，需要技战术分析，科研团
队已是必不可少。”排球科研团队教授靳小雨介
绍，“就拿训练前的准备活动来说，调动运动员
机体哪部分潜能，调整到什么样的心理兴奋度，
都要有科学依据来对应，我们的工作就是通过
科技手段助力体育竞技更快更高更强。”

该排球科研团队有8名研究生能够熟练进
行专业技战术系统分析，他们先后承担过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和2016年里
约奥运会中国女排科研攻关课题。2019年，该
科研团队竞标成为世界军人运动会排球项目的
科技服务团队，为八一沙滩排球队作技战术数
据分析，助力八一沙滩排球队取得2金1银的优
异成绩。

“体育工作是学校育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
内容。”鲁东大学党委书记徐东升说，“学校
将进一步改革创新体育课程，打造更多国家级
精品课程，协调推进学校体育课、体育锻炼和
体育竞赛，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体育教育的新思
路和新举措，更好地发挥体育育人作用。”

鲁东大学“课堂+锻炼+竞赛”

打造“三位一体”体育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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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丽芳 李军

日前，山东省第七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砌
筑工赛项决赛在烟台职业学院成功举办，来自
全省18支参赛队伍54名选手在砌筑比赛中展开
激烈角逐，建筑工人们精湛的技艺和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赢得评委一致好评。

近年来，烟台职业学院不断加强校企合
作，深化产教融合，探索“政行企校”多元主
体育人体系，为建筑行业培养了一大批技术精
湛的从业人员，为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和建筑
产业转型升级作出了贡献。

校企合作

打造社会培训特色品牌

作为“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
设计划项目单位”“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院
校”“国家优质高等职业院校”，烟台职业学
院始终坚持“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培养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办学宗旨，通过“政府支持，
行业对接，校企联姻，技术服务”形式，搭建

多样化培训学习平台，既能保证在校生的培养
又能满足社会培训需求。在各级政府和行业部
门大力支持下，烟台职业学院建筑工程系形成
了多方位、立体化的社会培训体系，打造了服
务地方经济发展的烟职品牌，被评为“中国工
程建设安全质量标准化示范单位”。

把握建筑产业转型新机遇，破解企业升
级新痛点，是深化校企合作的有效途径。经
过调研，烟台职业学院了解到建筑行业大部
分从业人员不具备相应的技能等级证书，无
法满足企业用工需求。为帮助企业破解用工
难题，烟台职业学院充分利用自身在师资、
设备和培训方面的优势，于2010年4月成立山
东省首个特种作业培训基地，为烟台市建筑
行业培训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企业夯
实安全生产基础。

成立以来，烟台职业学院特种作业培训基
地在烟台市住建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通过“政
行企校”多方聚力，共同创建了“过程共管、
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紧密型校企合作模
式，大力推进特种作业人员培训工作，着力培
养建筑行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据统计，近

十年来烟台职业学院每年承担烟台市建筑行业
建筑电工、建筑焊工等12个工种的理论和操作
技能培训考核50多期，年培训达5000—6000人
次，为烟台市建筑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人才支
撑，得到烟台市建筑行业一致好评。

产教融合

助推建筑产业转型升级

为适应建筑产业转型升级，烟台职业学院
建筑工程系紧密结合国家重大战略和山东省新
旧动能转换等重大工程需求，按照“校企行合
作、产教研结合、市场化运作”模式，在教学
中不断改革创新，坚持做到“专业与产业对
接、课程与岗位对接、教学内容与职业标准对
接、学校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专业教师与企
业专家对接”五对接，为建筑产业转型升级提
供人才支持。

2016年3月，烟台职业学院在全省率先实施
“建筑产业现代化”人才培养，与山东万斯达
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共建建设工程管理专业(建
筑产业现代化方向)校企合作班，探索校企合

作“混合所有制”办学机制。2017年12月，建
筑工程系以“工学结合”为切入点，成立校企
合作的“智筑侠学院”，积极探索校企行合作
多元主体育人人才培养体系，摆脱了建筑产业
现代化人才培养过程与行业对接不足困境。

通过“政行企校”联合，项目驱动发展，
多元主体育人，学院建筑类教学改革取得丰硕
成果。2018年，《面向区域的土建专业实训体
系构建的探索与实施》和《应用统筹e算的建
筑装饰工程计价》教材建设获省级教学成果二
等奖。2019年，校企合作申报了山东省教学改
革项目《基于校企合作的高职建筑工程专业群
工匠精神培育机制与实施》，建成包含课程平
台、实践平台和孵化平台的三平台教育体系。
2019年，联合烟建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万斯达
集团有限公司，成功申报了山东省现代学徒建
设工程管理试点专业。近年来，建筑工程系多
次荣获建筑工程识图国赛一等奖、建筑工程识
图省赛一等奖，全国装配式建筑信息化模型
(B IM)技术应用大赛一等奖和建筑信息模型
(BIM)应用技能大赛全能一等奖等奖项，人才
培养质量显著提升。

烟台职业学院深化产教融合

探索“政行企校”多元主体育人体系

□刘磊 冯旭莹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坚持“生命至上、安全
第一”理念，扎实开展校园安全大排查活动，
建立起层层负责、一抓到底的安全责任体系，
营造了“人人都是安全员、处处都是安全岗”
的良好氛围。

细化责任

人人都是安全员

学院在原有5个安全工作专班的基础上，
成立了校园安全专项治理专班，组建了8个专
项工作组和校园安全工作督导组，各系部也
成立了安全工作专班，把安全责任落实到人
人事事、时时处处。同时，建立起督导、通
报、联络等制度，各工作专班每日一检查、每
周一督导，对措施不到位、整改不彻底的持续
跟踪督办。

层层签订责任状。学院下发了《校园安全
工作方案》，明确岗位职责，细化安全责任，
把责任落实到人，把任务落实到位。党委书
记、院长与各部门签订《安全责任状》，形成
分级负责的压力传导态势。班子实行“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明确各系部处室主要负责人
是第一责任人。实行“首问负责制”，接到安

全隐患报告的即为责任人，负责处理到位，杜
绝推诿扯皮。

强化网格化管理。按照院不漏系、系不漏
班、班不漏人原则，把全院划分为27个系部处
室大网格、282个小网格，每个网格明确责任
人，每栋建筑(共25栋建筑)明确1名楼长，将安
保、保洁人员纳入网格管理，把安全工作责任
和措施层层分解落实到每片区域。

建强“三支安全队伍”。建立青年安全志
愿服务队。招募大学生志愿者120名，在校园
学生密集区设置“青年安全志愿服务岗”15
处，对校园不文明行为、未遵守防疫规定的同
学进行有效提醒，筑牢校园安全防范屏障。建
立应急安全服务队。应急管理学院发挥专业优
势，组织72名学生建立了青春119志愿服务队，
切实提高处置火灾及其他突发事件的能力。建
立安全保障服务队。学院将各系部处室主要负
责人、物业、保卫以及楼长等纳入队伍建设，
组建了一支201人的安全保障服务队，全力保
障校园安全。

排查隐患

处处都是安全岗

自查问题。各系部处室每日对所负责区
域，逐条逐项进行安全排查并做好记录，形

成安全自查清单，建立整改台账，并明确整
改时限和整改措施。截至10月15日，共排查
需要整改安全隐患85个，已整改完成82个。

领导点问题。学院建立三级联查制度，要
求领导干部直奔现场一线，深入排查安全隐
患。院领导带队抽查、各专项工作组分条线检
查、各系部处室和网格安全员分区域检查，做
到“不打折扣、不留死角”。

请专业人员查问题。学院邀请水务集团、
供电公司、燃气公司、食药监局、第三方机构
对全院水、电、气、消防、建筑、设施设备、
危化品、餐厅卫生等进行全面检查，发现问题
立即整改。

师生提问题。设立专门监督投诉渠道，
鼓励师生员工查找举报身边安全隐患，建立
全员负责、全过程控制、持续改进提升的工
作机制。如食堂管理推出食品安全“随手拍”
活动，邀请师生对饮食安全问题拍照后通过举
报电话、向主管部门反馈、微信二维码举报三
种途径进行反馈，学院核实后对举报人进行物
质奖励，责令事发窗口整改落实。

整改问题

线上线下一起抓

抓实线上智慧化监管。建立监控、监管、

报修维修等管理系统，形成线上“一条龙”服
务。一是建立实时监控系统。学校各重点部位
均设有视频监控和报警设施，与公安局联网，
监控视频保存期限可达45天。二是建立能源监
管系统。建立了能耗监控平台，实现水、电、
暖用能的实时在线分类、分项监测和计量。三
是建立报修系统。全校师生可以通过手机
APP、校园网两种渠道实现报修。报修人员可
以在平台上实时查询维修进度，并对服务作出
评价。9月24日以来，接到网上报修550余次，
线下报修300余次，完成率96%以上。

抓实线下高质量整改。对2 7 0间教室、
1485间宿舍、187个实验室进行全面排查。据
统计，9月24日以来，学院在餐饮卫生、设施
设备、实验实训设备、外包服务、消防、疫
情防控、校园周边环境等安全方面已投入60
余万元，累计排查需整改安全隐患85个，现
已整改完成82个。按要求进行安全和心理健
康教育，截至目前，441个班级召开各类主题
班会累计453场，覆盖率达100%；除对校外实
习学生进行线上交流谈话外，其余全部开展
了一次“面对面”交流谈话；对324名重点学
生采用电话、视频等方式进行家访；召开家
长会146场；有26个班级组织操场文艺展示、
心理健康教育等活动；累计开展疫情防控教
育533场。

人人都是安全员 处处都是安全岗
———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校园安全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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