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宁出台政策支持高校建设发展

鼓励高校适度扩大办学规模
本报济宁8月14日讯(记者 马

辉 贾凌煜) 14日，记者从济宁市
高校工作会议上获悉，为加强高校
集群建设，推进地校融合发展，济
宁市委、市政府专门下发意见，进
一步支持高校建设发展，鼓励高校
适度扩张。

济宁市委书记马平昌在会上
说，驻济高校要紧紧围绕济宁新一
轮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和发展需

求，自觉融入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工
业强市、创新驱动、开放带动、可持
续发展等重大战略，围绕突破工
业、突破城市、突破县域、突破文
化等关键措施，充分发挥学科优
势、人才优势、科研优势，自觉融
入、主动对接、全面参与，努力形
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
机制，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发挥
更大作用。

“‘大学生就业难’和‘企业招
人难’并存的现象，从一定角度折
射出高校毕业生的技能水平与用
人单位的要求存在差距。”马平昌
说，高等院校特别是高等职业院
校，一定要把提高职业技能水平作
为提高教育质量的重点，努力满足
地方发展需要。“要明确人才培养
的定位和方向，坚持多元化的培养
模式，并着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

质。”
根据《意见》，济宁将进一步

优化高校规划布局，适度扩大办
学规模，积极开展特色名校建设。
鼓励支持曲阜师范大学、济宁医
学院、杏坛学院立足济宁扩大规
模，启动济宁学院二期工程建设，
支持济宁职业技术学院扩建和山
东理工职业学院、济宁市技师学
院三期工程建设，积极扶持曲阜

远东职业学院发展壮大。其中，重
点支持曲阜师范大学向综合性大
学发展，济宁医学院向应用型医
科大学发展，济宁学院跻身全国
同类地方知名高校，杏坛学院在
曲阜市建立独立大学。

近些年来，济宁高等教育实现
了长足发展，目前高等院校发展到
9所，专职教师达到4600多人，在校
生11 . 8万人。

高校及部门负责人发言———

地校融合是必由之路
14日，在济宁市高校工作会议

上，多位高校负责人及部门负责人
纷纷在会上发言。“加快地校融合
发展、推进校地共建共荣”成为各
方共识。

“在济宁医学院发展的关键时
期，济宁市委、市政府支持高校立
足济宁拓展发展空间，在北湖新区
划定了最宝贵的教育用地，给予了
最优惠的政策，新校区仅用了173

天就完成了主体工程建设任务。”
济宁医学院党委书记侯端敏说，在
新的经济形势下，医疗健康产业是
一种新兴产业，而济宁医学产业作
为五大支柱产业之一，也需要科技
和人才支撑。学校将充分利用各方
面的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通过与
政府、企事业单位加强产学研的合
作与交流，实现校企共赢。

济宁学院党委书记王应进说，
近年来，济宁学院学校制定了服务
地方行动计划，成立优势学科研究
所、“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
搭建了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平台，

全面参与到地方经济发展战略的
研究中。在产学研合作方面，已先
后与南阳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中
国电信济宁分公司、山东冠铨光电
等进行合作研究，并建立产学研合
作关系。学校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的需求调整优化专业结构，陆续
增设了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旅
游管理等应用型专业。

“市教育局将进一步扩展校
地、校企之间联系渠道，加大产学
研开发力度。”济宁市教育局局长
闫志强说，教育部门将围绕济宁战
略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城市开
发、社会建设等重点领域，加强新
能源、新材料、新医药、信息软件、
物联网、医疗卫生、师范类等人才
的培养。着眼关系济宁长远全局的
行业领域，找准科技创新主攻方
向，建立与政府、企业、科研单位共
建共荣的产学研合作联盟，尽快拿
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

本报记者 马辉 贾凌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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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布局
为高校发展预留充足的周边规

划建设用地；做好曲阜高校片区、北
湖教育功能区、高新区大学产业园和
任城职教园区的规划控制工作。

适度扩张
高度重视高校基本建设，列入规

划的高校建设发展用地以划拨方式
供给，高校迁建后的旧校址土地收益
用于新校区建设。

发展特色
依托孔孟之乡的儒家文化底蕴，

加强特色重点学科建设，打造独具个
性的特色大学文化。

加大投入
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下高等

教育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改革高校
财政拨款方式，市属公办高校，逐步
实行按生均定额为基础的动态调整
的拨款方式。

税费优惠
鼓励高校孵化项目入驻大学科

技园区。对入园的高校孵化项目，给
予三年内免收房屋租金、无偿使用各
种公用设施。

民间办学
鼓励有实力的企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依法
投资兴办高校。

资源共享
大力推进高校之间开放办学、合

作办学，推动教师跨校教学，学生跨
校选课，学分互认。推进高校和地方
图书馆、实验室互相开放。

订单培训
鼓励校企联合办学，支持高校在

企业建立实践基地，根据企业需要开
设课程、定向培养人才，促进科研与
教学互动，教师参与企业研发，企业
接收大学生实习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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