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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引来300名博士

名校生不少

1月底的这场“鸢都行”博士
论坛是潍坊学院连续举办的第七
届，是学校2024年春节前的最后
一件大事，也是开启2024年的一
件重要大事。

在学校人才办公室，聊起这
场为期两天的“人才盛会”，工作
人员李一冉也难掩高兴，不是因
为“潍坊来了100多名博士”话题
登上同城热搜榜首，而是因为梳
理后发现，30多名博士达成了初
步意向。

2024年学校计划再引博士百
人，这场论坛开了一个好头，李一
冉和同事们也可以过个好年。

“从今年参会的博士情况来
看，来自双一流高校的优秀博士
更多了，还有不少来自海外名校
的博士，很高兴学校对人才的吸
引力更强了。”学校人事处副处长
康晓俊说。

从2021年到2023年，潍坊学
院每年都引培博士差不多100人，
这期间，学校引培博士数量占到
了潍坊全市引进博士数量的六成
左右。若从更早的2018年算起，学
校6年间引进和培养的博士数量
接近500人。

“建设国内一流的应用型大
学，我们坚持人才为‘第一资
源’。”潍坊学院党委书记徐梅一
句话道出了潍坊学院这所地方本
科院校持续引进人才的初衷，也
道出了学校寻求发展的心态之迫
切。“人才强校”战略提了多年，潍
坊学院也用行动诠释着这个战
略。

“来自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
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南开大学的
博士数量都在10人以上，来自同
济大学、天津大学、北京工业大
学、南京农业大学的博士数量都
在5人以上……”拿着近三年学校
引进的博士名单，李一冉一个个
数着。

“在学校引进的博士中，名校
博士占比不小，但学校主要还是
根据学校学科建设需要以及地方
发展需要有针对性的引进适应学
校发展的博士。”康晓俊介绍，除
了年轻博士，为适应学校应用型
大学建设的需要，学校还有针对

性地引进了一些高层次人才。自
2021年以来，学校成功引进了国
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科技
创业领军人才梁增文、严希海、殷
爱军，泰山产业领军人才王冰心、
施长亮，南海名家曹宝珠等。

经过几年的人才引进，在潍
坊学院的专任教师中，博士比例
从“十三五”初的16 . 7%，提升到
了“十三五”末的30%以上，而到
2023年底，这一比例已经到了
42%。

弃名校前来

为的是“科研理想”

在潍坊学院，每年用于引进
培养人才的经费在3000万元左
右，引进的优秀博士除了可享受
潍坊市相应的人才补贴政策外，
学校还会给予每人40万元到80
万元不等的安家费，连续两年每
月1000元的租房补贴。此外，理
工科博士可申请10万元到50万
元不等的科研启动经费，人文社
科类博士可申请5万元到10万元
不等的科研经费。

但吸引人才前来的，不仅仅
是各种补贴和津贴。

在学校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办公室，邱潇乐正在电脑上运行
着计算程序。中国人民大学物理
系博士毕业的她，2022年来到潍
坊学院，来学校仅一年，便拿到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
目。在学校获得2023年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支持的学者名单中，仅
2021年和2022年来到学校的年轻
学者就有7个。

“这或许就是我们选择来到
这里的原因，学校名气虽不大，但
为年轻人施展自己的科研抱负提
供了机会和舞台。”邱潇乐说。

同样在物理学院，与邱潇乐
在同一个办公室的曹恩思、郝文
涛、孙礼也是2022年来到学校，与
邱潇乐不同，他们是从一所211名
校组团跳槽而来。

“其实是郝文涛在2022年初
先来到这里，过了半年，我和孙礼
也一起来了。这里原本也有一定
的科研基础，学校也给予了很大
的支持，十几个人的博士团队，
思想互相碰撞，还是感受到了团
队力量的强大，这里能给我们的
科研理想一个支撑。”在学校的
新型能源转化材料及器件研发
与应用潍坊市重点实验室，三人

的科研有序进行着。
“之所以选择来到潍坊学

院，为得还是保持做科研的那份
初衷。”在潍坊学院计算机工程
学院，“90后”博士秦琦冰带着他
的5人团队开展着多媒体内容的
分析、计算和检索研究。

“2021年选择来到潍坊学院，
非常看重的一点就是学校‘杰青
计划’里有一条，‘支持组建科研
团队’，这让我觉得自己的专业在
这里能得到发挥。”秦琦冰说，随
着学校不断引进人才，他的团队
很快便组建起来，科研成果便是
水到渠成的事，团队2023年发表
高水平论文10多篇。

“都是一群年轻人，我们未来
就是希望专注于我们的科研，在
我们的研究领域做出一番成绩。”
秦琦冰说。

走了不到十人

把人留住的是机制

“在潍坊学院，把人才引来只
是人才工作的第一步，完善体制
和机制，把人才留住才是更重要
的工作。”康晓俊说。

在每年引进百名博士的背
后，潍坊学院为了留住人才所做
的工作要多得多。为年轻学者组
建团队，加强实验室等科研平台
建设，为优秀年轻学者提供足够
的发展空间……一整套机制都在
服务着年轻学者的成长。

“20个省级科研创新平台、34
个市级科研创新平台、62个研究
院所，凸显着学校科研平台的内
生动力，也为年轻学者提供了施
展的舞台。”康晓俊说。

“‘引进、培养、储备并重’，要
带动建设一批高水平教学科研团
队，实现学校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发展目标。”这是潍坊学院“潍院
学者”实施办法中的一段话，这个
文件的出台是为了支持优秀年轻
学者的成长。根据计划，学校计划
用五年左右的时间，遴选10名“潍
院学者”领军教授、30名“潍院学
者”特聘教授、80名“潍院学者”杰
出青年人才(杰青)、150名“潍院
学者”优秀青年人才(优青)。每人
支持期4年，支持期内，发放特殊
岗位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10万
元到80万元不等。

学校建筑工程学院的曹玉
鹏是首批获“潍院学者”计划支
持的52名学者之一。2020年，他

从一所省属重点高校来到潍坊
学院，在短短两年时间里，由校
长提名从副教授破格晋升为教
授，他的近海岸工程技术创新团
队也在科研条件等各方面都得
到了充分保障。

经济管理学院年轻学者吴玉
浩则因为学校的另一项制度而受
益。2022年底，潍坊学院“准聘制”
实施办法发布，并在2023年公布
了首批准聘制副教授和准聘制教
授。

“对于取得一定成果，工作
年限又不够的年轻学者来说，

‘准聘制’给大家吃下一颗定心
丸，也为大家在科研交流以及项
目申报等方面开展工作提供了
方便。”作为学校首批12名准聘
制副教授之一，吴玉浩也在不久
前达到工作年限后被正式聘任
为副教授。

“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就要
把引进的人才留在学校。把人留
住，是建设高水平应用型高校的
保障。”康晓俊介绍，近三年，潍坊
学院引进培养博士300多人，新引
进博士中离开的只有9人，真正把
引进的人留了下来。

学校学者共谋发展

这不是空话

“共谋合作发展、共创美好未
来。”这是潍坊学院院长来逢波在

博士论坛上说的一句话。
对年轻博士们来说，这并不

是一句空话。
学校已经进入寒假，但学校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院长曹连
振在春节前这几天依旧不得一
刻空闲，他正在紧张开展着申报
硕士点的工作。如果申硕成功，
这对学校来说将是一个很大的
突破。

“这几年博士的引进，科研的
开展给了我们底气。”曹连振介
绍，在学院80多位专任教师中，博
士比例接近七成，年轻博士在这
里快速成长，也在助推着学院的
快速发展。2022年，物理与电子信
息学院立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2项，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项。
2023年，学院再次立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2项，省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5项。

在化学化工与环境工程学
院，2020年来到学校的姜在勇教
授同样在2023年一再取得突破。
年初，他在二氧化碳制甲醇方面
的研究成果刊登在了Cel l子刊
Chem Catalysis(《化学催化》)上，
这是潍坊学院化学学科老师首次
以第一作者在世界三大顶级期刊
中发表学术论文。

到了4月份，他和团队再次实
现突破，他们在光热作用将二氧
化碳转化成甲烷方面的研究又在
化学类国际顶级期刊之一Angew
Chem. Int. Ed.(《德国应化》)上
发表。

到了下半年，在国内环境领
域顶级期刊上，姜在勇团队又连
发两篇论文。

“这几年，学校实验条件不断
改善，给专注于基础研究的我们
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是学校的
突破，也是团队的突破。”姜在勇
说。

近年来，潍坊学院在科研上
的突破不限于此，近三年，学校科
研经费累积达近5亿元，这离不开
数百位年轻学者的努力。

实际上，根据潍坊学院的计
划，2024年再招百名博士并非人
才引进之路的终点，根据学校规
划，到“十四五”结束时，博士占专
任教师的比例要达到六成，未来
几年，潍坊学院的引才之举还要
持续。

潍坊学院三年引培博士三百多人
博士引来，更要留住，靠得不仅仅是一年3000万元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从潍坊学院“鸢都行”博士论
坛归来的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年轻博士考晓璇心里多了
几分踏实。这算是考晓璇的
一次求职之旅，对于这所山
东普通本科高校为年轻人提
供的成长支持，她十分满意。
在过去三年，略显低调的潍
坊学院在招揽人才上并不低
调，三年累计引培博士300多
人，而在2024年，学校还计划
招聘博士百人。作为一所地
方本科院校，潍坊学院是靠
什么把人才吸引来，又是靠
什么把他们留下来？

谋发展，谱新篇

山东师大基础教育集团举行“双代会”
本报济南1月31日讯(记者

崔烘昌 通讯员 王文彬) 日
前，山东师大基础教育集团第三
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暨第三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简
称“双代会” )召开。开幕式
上，山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
记，山东师大基础教育集团理
事长、党委书记许双庆指出，
在过去的10年里，山东师大基
础教育集团积极探索与实践，
形成了覆盖省内12地市以及广
东、新疆、云南等部分地区的
办学网络，建设了65所品牌学
校，惠及近15万名学生，在合
作办学的赛道上跑出了加速

度，在基础教育一体化改革的

征程中作出了新表率。

开幕式后，山东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集团总校长、山东师
大基础教育集团常务副理事
长、总经理苗禾鸣代表集团作
题为《同心聚力谋发展 勇毅前
行谱新篇》的工作报告。他从党
的领导全面加强、基础教育一体
化改革成效初显、科研创新成
果不断涌现、组织活力加速释
放、合作办学逆势而上、服务
社会功能充分彰显，发展质量
大幅增进、社会影响力持续攀
升等八个方面，总结回顾了集
团各项工作取得的显著成绩。

姜在勇（右）在实验室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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