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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沂蒙

顺应需要育人才 致力科研助发展

根植沂蒙，回哺社会

临沂玉平特大桥是京沪高

速与长深高速连接线工程所设

的一座大桥，桥梁全长 1038 . 2

米，宽度 24 米，桥梁采用变截面

设计，设计防洪水频率为 300 年

一遇。

现场的工程师孙成银告诉

记者，施工单位是临沂市交通工

程公司，变截面设计和实施，是

与临沂大学工学院的研究成果

分不开的。

据参与此次科研的临沂大

学工学院徐教授告诉记者，为了

这个科研成果，他们花费了近两

年的时间。大桥距离学校 30 多

公里，有一段时间，他和同伴每

天都要往返多次。为了对桥底的

土质进行研究，他们还要取不同

地点的土，带回实验室进行化

验，然后做出结果。

此外，工学院的郭教授还研

制出了木材机器检测平台，临沂

的众多板材厂再也不用将机器

千里迢迢拉往沈阳进行检测，大

大节省了成本。

生命科学学院给临沂市平

邑县引来加拿大 PBI 公司优质

马铃薯，新品种不仅较本地品种

亩产高出 1000 公斤。

该校已故教授、著名文史

学者王汝涛先生编撰了《王羲

之》、《王羲之志》、《王羲

之研究》、《书圣王羲之世

家》等关于琅琊王氏及书圣文
化的专著及论文，厘清了许多

历史与文化谜团。

在研究沂蒙红色文化方面，该

校校长韩延明承担了国家社科基

金课题“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建设”，实现了沂蒙红色

文化研究获得国家级立项的突破。

据统计，该校共有 300 余项

面向区域经济领域的研究课题

获得了国家、省部级和市厅级

立项， 1000 多个横向课题遍布
临沂各个行业。学校先后与地

方完成合作研究开发项目 400

余个，为 200 余家合作单位创

经济效益 10 亿余元。完成地方

委托研究项目 500 余个，合作

研究开发项目 200 余个，参与地

方各类规划设计与咨询论证 130

多项次，参与服务的专家达 1300

余人次，学校向地方转让科技

成果 200 余项。学院全方位的

智力服务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文/本报记者 胡志英 刘遥

科研成果丰硕，服务沂蒙发展

临沂大学的办学宗旨是“为沂蒙服务”。这所学校，历经近 70 年的变革，为临沂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近 20

万毕业生，他们分布在临沂的各个行业，各个领域。

临沂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曾说，这些年临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临沂师范学院是功臣。

刘导生，男，1913 年出生，

临沂大学校友，滨海建国学院
(临沂大学前身)第一任院长。

1937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8

年后深入敌后参加抗日游击

战争，曾任山东大众日报社社

长、滨海建国学院院长、中共

滨海地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山

东分局青委、华东局青委书
记；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

科学院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
主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北京市委书记、北京
市政协主席。

12月 4日，记者电话采访了

这位 97 岁的老先生，得知临沂

大学更名后，老人十分激动。

他说，离开临沂半个世纪

了，但从滨海中学到滨海建国学

院的这段历史记忆，在他心中不

可磨灭。

“当年，学校从中学更名

为滨海建国学院，就是服从当

时沂蒙山区的建设需要。今天

诞生的临沂大学，也是顺应地

方建设的需要。更名后的临沂

大学，要多培养人才，为当地

建设多做贡献。”刘导生说。

在刘导生的回忆中，那段

战时办学的经历令他永远难

以忘怀。他说，他经常梦回沂

蒙，忘不了那艰苦而又充满革

命激情的岁月，忘不了沂蒙老

区的山山水水，忘不了爱党爱

军、富于奉献的沂蒙人民。

获知临沂大学更名之事，

刘导生和她的夫人高励都很

高兴，并为大学发去贺信。贺

信中说，更名为临沂大学也是

他们夫妇多年的愿望，值得庆

贺，对此表示祝贺！并预祝临

沂大学越办越好。

刘导生>>

希望学校

多做贡献

经济发展在教育，教育发展

在老师。在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的

同时，临沂大学更注重老师的引

进。

据临沂大学工学院教授郭春

凤介绍，之前她是临工的一名技术

人员，后来临沂大学向她伸出了橄

榄枝。她不仅感动于学校提供的优

厚的待遇，更看重学校提供的良好

的科研平台，而且，她还可以把自

己研究的教给学生们。考虑之后，

她来到了临沂大学。

在教学的同时，郭春凤不忘

做研究，她研制的耐磨铲斗，使

买铲车的一个用户就可以节省
6000 元钱。此项研究成果也获得

山东省技术市场金桥奖一等奖

和山东省科技进步奖。

据介绍，由于有良好的政策
和平台，全校的硕士博学历教师

已经由 1996 年的十几人到现在

的 1100 人。师资队伍的扩大，保

证了教育质量。学校先后获得两

个教育成果奖。

除在校老师外，临沂大学每年

花千万资金，从国内和国外的名校

选聘教师，来给学生们做讲座。

同时，为了不断提高教师的

素质，学校还拿出大笔资金对教

师进行培训。鼓励他们到国外深

造，不断提高自身水平。

此外，学校还将所有教授的

资料、学校的优势专业印制成

册，分发到全市近 2000 个企事

业单位，组织教授深入厂矿企业

及农村开展免费咨询、现场培训

等工作。由学校向临沂市提议举
办的“中国临沂书圣文化节”、

“中国临沂诸葛亮文化旅游节”

为临沂市带来了巨大效益。

引来师资“活水”，开了学生眼界

明年毕业的土木工程学生小

赵现在在一家建筑单位实习，他

说，刚实习了一个多月，该单位已
经表示，希望他能留下，他的专业
和技术水平都是该单位急需的。

2000 年，就在该校刚刚升格

为本科院校时，学校党委就作出

两个承诺：“让更多的沂蒙子弟

有上大学的机会、让在学校就读

的学生接受优质的本科教育”。

学校不仅是这样承诺的，更

是这样做的。临沂大学教务处处

长马凤岗告诉记者，1999 年，当

时学校只有 1 8 个师范专业，

3000 多名学生，远远不能满足当

时临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2000年，学校打算上一批适合

临沂地方经济发展的专业。为找出

这些专业，他们做了大量的调研。

首先，他们给各部委和县发专

业的论证表，先听取他们的意见，

看他们需要什么专业的人才。然

后，他们再请相关党政机关或者是

企业负责人发表他们的看法。

在学校内部，他们调查最近三

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掌握社会需

求。通过各院长掌握的资料，掌握
现代青年的求知欲望和方向。

马凤岗说，正是这种从出口

往回找的方式，保证了他们所上

专业的科学性。比原来那种只关

注各学院积极性的课程设置方

式，没有走出去的调研，往往带

有一些盲目性，没有针对性。

为了保证学生能够更好地

就业，学校还在专业下设置了就

业出口。学校目前 64 个专业，其

中 62 个本科专业，按照每个专

业三个就业出口方向的设计，共

186 项课程，这些课程都由校内

或者校外的优秀教授承担。马凤

岗说，拿体育师范专业来说，可

能目前社会不需要这么多体育
教学老师，他们就设置体育用品

营销、社区体育等课程，为将来

学生就业做好准备。

据了解，临沂市新增劳动力中

拥有大学学历的比例，从 1999 年

的不到 17%迅速提高到 2010年的
35.2%。目前，临沂市各中学骨干教

师和正副校长、党政机关公务员
40%以上为该校毕业生。

从“出口”往回找，按需求设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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