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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职务科技成果赋权试点方案，科创企业投

资项目签约，公布首批校内场景验证项目……近日，

同济大学举办“国家大学科技园体系建设方案和

2024 科技成果转化”发布大会，推出一系列改革举

措，加快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创新创业人才

培养以及科技企业孵化，引发不小的关注。

近年来，我国先后出台一系列相关文件，赋能教

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比如，《中华人民

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就明确，国家建立以企业为

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企业同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

构、高等学校紧密合作的技术创新体系。多部门联合

印发的《关于组织开展“千校万企”协同创新伙伴行

动的通知》也强调，加快构建高校有组织科技创新体

系，推动高校与龙头企业、中小企业加强产学研合

作，最大程度发挥高校作为基础研究主力军、重大科

技突破策源地和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协同效应。《关

于进一步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若干措

施》《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

意见》等文件落地和实施，推进深化科技评价机制改

革、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为提升科技创新创造活力提

供了有力政策牵引和制度保障。

当前，面对“两个大局”交织激荡、全球科技变革

深入演进的时代浪潮，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教育的

需要、对科技创新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为迫切。高校需要积极投身科技创新浪潮，聚

焦科技前沿难题和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密切

跟踪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校学科设置，更好地统

筹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

台、区域创新等方面，形成目标导向相一致、政策制

度相衔接、创新链条相贯通、资源配置相关联的教育

科技人才一体化创新格局。在智力聚合上，把政策

链、创新链、人才链、产业链、资金链等多个链条有机

结合起来，把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

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成

起来，协同赋能高校高水平科技创新。

未来，要以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赋能教育科技人

才一体化。在产教融合上，高校要进一步加强有组织

科技攻关，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加快探

索与行业、产业、企业深度协同的科研模式，提升科

技攻关效能，增强战略科技创新能力。找准健全“三

全育人”培养体系的落脚点，深化产教融合，加强学

生创新创业能力塑造，全面提升高素质创新人才培

养的成效，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

更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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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创新促进
高校高素质人才培养

发挥高校科教资源优势 拓展创新创业服务平台

晋中市以赛为媒深化市校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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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巡查全地形越野车、新型复合可降

解保鲜膜、便携式智能伤口检测装置……11
月 6 日，山西省科技活动周·山西（晋中）第一

届大学生科技节创新设计比赛决赛在山西工

程科技职业大学成功举办。比赛吸引了来自

全省 43 所高校的青年学子，他们在这里比拼

创意、探索科学、解锁新技能，共同展示了新

时代大学生的创新创造活力。

山西省科技活动周·山西（晋中）第一届

大学生科技节创新设计比赛自今年 9 月启动

报名以来，山西省高校的全日制在校本专科

生、研究生积极参与、精心准备，专家组通过

查阅设计方案、项目海报和路演材料，对通过

形式审查的 440 余个项目进行了会议评审。

最终，“智能制造”“现代农业”“医养健康”三

个赛道共计 72 个项目进入决赛。

在“智能制造”赛场，太原师范学院学生

高玉辰和她的团队携带着“聚苯胺腐植酸锂

离子电池负极材料”项目参赛，该项目聚焦新

材料、新技术，旨在探索能源存储的新边界，

为绿色能源的未来贡献力量；在“现代农业”

赛场，大同大学的学生团队展示了“黄花菜多

糖活性炭双氧水脱色研究”项目，该项目通过

科技手段提升了黄花菜的附加值，为其在纺

织品、制药等领域的应用开辟了广阔前景；在

“医养健康”赛场，山西中医药大学的参赛团

队带来了“抗红血丝冻干修复面膜”项目，这

一款结合了现代科技与天然植物成分的护肤

项目，为敏感肌肤提供了安全、有效的修复方

案，赢得了现场观众和评委的一致好评……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通过自己的

智慧为社会作出贡献，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

时实现社会价值。感谢这次创新设计比赛给

我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中北大学

学生赵子龙说。

晋中市共有 21 所驻地高校，经过多年的

发展，高校已成为城市文体资源的重要聚合

枢纽，在培养高素质人才、输出学术创新成果

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近年来，为把人才和科

技优势更多、更快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晋中

市坚定不移打好“大学牌”，以建设省级青年

发展友好城市为载体，深化城校融合、产学融

合，大力推动市校协同创新发展，尤其是把科

技节打造成为青年大学生提供优质公共科技

服务的窗口和发现、培养科技创新新生力量

的渠道。

“作为全省高校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平

台，科技节的核心目的在于汇聚山西大学城

丰富的创新资源与全省的优势产业力量。而

此次创新设计比赛特别聚焦于智能、农业、医

养这三大领域，不仅是晋中市的发展重点，也

是全省着力推进的关键产业。”晋中市科技局

负责人介绍，通过此次大赛，能够让青年学子

进行思维碰撞，聚焦科技创新和转化应用开

展研究，把转瞬即逝的创意点子转化为实实

在在的“生产力”，这一举措不仅促进了教育

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之间的有机衔

接，也极大地推动了城校融合、产学融合的发

展，促进了创新联盟的形成以及创业项目的

孵化。

据了解，比赛中 72 个参赛团队以路演汇

报+答辩的方式展开比拼，评委从参赛者的工

程素养、创新设计能力、科技研发、实践动手

能力，以及参赛作品的创新点、成果转化难易

程度和对智能制造、现代农业、医养健康相关

产业发展的帮助等方面进行评审，最终确定

各领域一、二、三等奖。

晋中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星说，此次活动

是晋中市大力实施“156”战略举措，深化市校

协同创新发展专项行动的具体表现，全市将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以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

为载体，以城校融合、产学融合、联盟创新、创

业孵化“双融双创”为抓手，大力推动市校协

同创新发展，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真正

融入晋中、爱上晋中、留在晋中，以此汇聚青

年力量做好科技创新大文章，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为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

能。 张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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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科学课程是一门基础性课程，对于

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小学科学老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

孩子们科学兴趣的激发者、科学思维的启蒙

者。”12 月 3 日，《科学导报》记者采访太原

市万柏林区第二实验小学科学教师胡晟时，

他如是说。

胡晟 1997 年毕业后参加工作。27 年

来，他把精力都投入在了教学中，兢兢业业

地教导着每一个学生，荣获“太原市中小学

教学能手（实验教学）”等称号，他说：“没有

爱心当不了老师，我喜欢我的每一个学生。”

“踏实、肯干、认真、让人放心……”该校

科技组组长张伟对胡晟评价道，“学生们觉

得胡晟很牛，总是围着他转。新学期开学重

新分班，他曾经带过的学生还委屈地说想跟

着他继续学习。”而这位被师生认可的优秀

科学老师，却是从美术教师转变而来的，一

路走来异常艰辛。

“曾经对于科学，我是既向往又陌生。”

胡晟坦言，“最初只是对科学有兴趣，机缘巧

合参加过几次科学教师国培学习后，深刻认

识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对科学兴趣的引

导和培养要从娃娃抓起，孩子是国家的希

望。”从此，他就对学习科学知识更加上心，

有意识地去参加这方面的培训并和科学老

师交流，增强自己这方面的技能。

胡晟最常去的是少年宫和青年宫，这

两个地方的老师是非常专业的，他从那里

学到了很多。航模、机器人、3D 打印、激光

切割……他研究的范围很广，但最感兴趣

的还是航模。

有一次，胡晟听说有个中学成立了航模

社团，学校邀请少年宫的老师每周为学生授

课。他非常激动，每周五下午放学后就跑去

蹭课。一开始，有孩子认为胡晟影响他们上

课，有些排斥他。但胡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他默默地坐在角落里，求知若渴地吸收着老

师讲授的知识。怕影响其他孩子，他课上从

不发言，有问题也憋在心里，下课后才跟大

家沟通。慢慢地孩子们被他感动了，开始主

动跟他交流，给他提建议、答疑难，最终他们

成为了“忘年交”。

胡晟说：“尽管自己作为一名科学老师，

肩负着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培养他们科学

思维和探索精神的重任，但在某些特殊时

刻，孩子们也是我的老师。他们常常能以独

特的视角、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未经雕琢的

纯真，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启发和灵感。”

从喜欢到爱，胡晟付出了很多。他喜欢

看书，各种设计类的书有好几个书柜。对他

来说，终身学习是一名教师的必修课。除了

学习，之前的美术功底也为他的创作奠定了

基础。他说：“美术对于科技作品的完善和提

高非常重要，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胡晟平时要教学、要办活动，还管理着

学校的器材室，非常忙碌。尽管如此，他还是
抽时间进行钻研。走进胡晟管理的器材室，

可以看到满满当当的器材，有学生们假期做

的航天模型，有洗干净的塑料瓶、小花盆……

其中一些材料是他自费买的，但更多的材料

还是来自废弃物品的回收利用。在平时的科

技教学中，他也主张学生变废为宝，用一些

废纸箱、塑料瓶去进行创造。

胡晟虽然担任专职科学教师时间并不

长，但他却带出了一批批热爱科学的孩子。

教学之余，他经常带队去参加各级各类比

赛。他曾辅导学生参加太原市第九届“创新

未来”中小学生机器人竞赛、太原市科技模

型教育竞赛、山西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活动、“飞向北京·飞

向太空”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

等，皆获奖项。

胡晟患有腰、颈椎的骨刺病，但只要是

孩子们有需要，他就义无反顾地顶上。学校

筹备科技节时，他和几位老师义务加班，从

早到晚忙碌了几个月。他还和科技组组长张

伟通力合作，筹办学校的少年科学院，并把

学校体育馆的地下室收拾出来，给学生提供

飞机练习的场地和储存学生科技作品的空

间。

“胡老师虽然是一名男老师，有时却比

女老师还认真和细致，他会关注喜欢科技的

学生，会认真保存学生的作品，还会把学生

作品经过设计后展示出来。”张伟介绍道。曾

经有一名学生对航模感兴趣，但家境不好没

有条件参加社团活动，胡晟就把自己的研究

材料送给了他，并鼓励他坚持自己的爱好。

多年后，这名学生在大学组建了航模社团还

是经常联系胡晟，向他取经，找他把关、提建

议。

胡晟老师以一颗丹心，深耕科学教育领

域。他凭借智慧与热情，激发了孩子们对科

学的热爱；运用创新教学法，拓宽了他们的

科学视野；更以身作则，传承科学精神。他还

积极践行家校合作，使该校的科学教育成果

斐然，孩子们的科学素养显著提升。

展望未来，胡晟表示他将带领孩子们踏

上新的科学探索之旅———研究太空种子，继

续用他的热忱与智慧，为孩子们的科学梦插

上翅膀，助力他们在科学的浩瀚天空中展翅

高飞。

胡晟：一颗丹心育“科”苗

胡晟在给学生讲课 姻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科学导报讯 山西科技学院工程训练中心、山西

科技学院智能铸造现代产业学院日前在晋城市泽州

县绿色智能铸造创新产业园揭牌。近年来，该校践行

“校地协同互动、双向赋能发展”理念，推进建设光机

电、能源、文旅康养三大现代产业学院，筹划布局智

能铸造现代产业学院，依托自身学科特色和优势，该

校已与晋城市的 80 多家单位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在晋城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据了解，学校工程训练中心、智能铸造现代产业

学院以及泽州铸造专业镇产教基地的成立，是学校

迈向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的重要一步，也是产教

融合、科教融汇、校地融通的重要探索。这将进一步

提升学校的工程教育质量和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促进学校与地方经济的同步发展，为地方产业的转

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沈佳

山西科技学院
智能铸造现代产业学院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