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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听CD、看
DVD，是不少市民的主要
文化休闲方式之一。如今取
而代之的是电影院、大型娱
乐场所以及电视和网络。每
周末去看一场电影，与亲朋
好友相约KTV唱歌，成为
一种风尚……在过去的五
年时光里，娱乐与风尚始终
领跑在最前沿的，而泰城市
民也在追风中享受着生活。

九成音像店、录像店消失

“现在谁还听磁带看光碟，早就
落后了。”6月1日，记者在泰城调查
发现，在街头已经很难发现正规的
大型音像店了，然而曾几何时，这些
音像店都是时尚的代表。

据一家常年在青年路做生意的
老板说：“记得五年前，青年路约有
20家大大小小的音像店，主要卖磁
带、CD、DVD，那时，许多年轻人都
特意到这条街上来买音像品。这些
年此类商店生意不好做，现在几乎
完全消失。”现在，青年路上的一家
书店还有教育类的光碟在卖，但是
冷冷清清。

一位上大四的学生说：“现在网
络都很方便听歌，看电影去电影院
或者网络播放器看，买磁带专辑、买
光碟好像都是高中的事情了。”家住
泰安的薛峰研究生毕业，从上学时
就喜欢收集CD、磁带，手头也有一
些黑胶碟，他有五百多张CD和一百

多张磁带。薛峰说：“如果将来有机
会希望能开一家咖啡音像店，那种
很古典风的小店，追寻一下之前的
记忆。

KTV进入拼创意时代

泰安作为一座著名的旅游城
市，能够让游客晚上参与娱乐的地
方渐渐增多。周末闲暇，去KTV唱
歌，联络感情也已成为许多市民的
生活方式之一。

五年前，中老年人人谈到“歌
厅”还会色变，如今泰安的KTV歌
厅真不少，分散在市区各个角落。精
彩纷呈的KTV等娱乐场所，吸引着
各个年龄段的市民。

在五年时间里，包括麦乐迪，星
光大道，歌莱美，金钱柜，雷石等
KTV娱乐店，陆续新开多家分店。
随便走进一家KTV，都看到前厅客
人们的浪漫和从容，往里走就能感
受到每个包厢“飙歌”的气氛。

一家KTV店门厅经理介绍这

几年KTV行业的变化，“跟随时尚
潮流，满足年轻人自由空间、自在欢
唱的需要，是各家KTV在努力做
的。而现在不少KTV在比拼的是创
意。有的开设主题包厢，包括闺蜜主
题包厢、游艇主题包厢、兰博基尼主
题包厢，满足顾客视觉享受的同时，
体会甜蜜、时尚、放松的娱乐生活，
让顾客们不虚此行。”

业内人士表示，泰安的娱乐业将
来还会更活跃，逐步向一些大城市学
习，规模上会变得大起来，品种由单
调走向多样化。现在面临着外来大型
KTV对本土KTV的冲击，竞争会越演
越烈，没有谁一定是王者，最终的理
想状态是消费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
的休闲娱乐场所，KTV不断推陈出
新，从而有更优质的环境和服务。

“国际范”电影院饱览大片

电影作为一种具有广泛群众基
础和社会影响力的重要艺术形式，
在泰安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也是泰安文化产业链中
不可分割的重要一环。传统文化较
为浓厚、流行元素较为缺乏的泰城，
在一股影剧院竞相角逐的风雨中走
上时尚舞台。鲁信影城、横店宝龙电
影城、先锋电影城、泰山影剧院、泰
山剧院五大影剧院纷纷亮相或改
造，给泰城市民带来一场感官刺激
强烈的视听盛宴。

多家星级电影院落户泰城，给
泰城原有的电影院带来巨大的压
力。泰城老牌影剧院—泰山剧院和
泰山影剧院，三年时间里，许多老电
影院也纷纷进行脱胎换骨式改造。

目前3D电影已经不足为奇，泰
安几个大型游乐园已推出身临奇境
7D互动影院，观影者能够成为电影
中的角色并身临其境般感受到自己
就是电影里的一份子 ,并持续与影
片内容产生交互作用。因为这些真
实的触感，让观众参与并全身心地
融入到剧情之中，也随即体验了一
场电影中惊心动魄的冒险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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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华秋实数十载，桃李芬芳满
天下。2013年，是泰山学院举办本科
教育第11年，举办高等教育的第55

周年，也是学校办学历史的第108

年。在这个既富有青春活力，又有着
深厚文化积淀的大学校园里，全校
上下正轰轰烈烈地开展“八项重点
工程”建设。

“八项重点工程”，即人才引进
与培养工程、教学质量提升工程、科
研与学科建设工程、实验教学装备
建设工程、学生管理与德育工程、后
勤服务保障与校园环境整治工程、
校园基本建设工程，以及校园文化
建设工程。泰山学院计划通过“八项
重点工程”的建设，用三年时间全面
提升学校的综合实力和办学水平，
为建设特色鲜明的综合性大学奠定
坚实的基础。

充实师资队伍

培养高层次人才

队伍建设是高校赖以生存和
发展的基础，雄厚的师资力量决定
着学校的教学、科研以及学科建设
的质量。

在泰山学院“八项重点工程”建
设中，人才引进与培养工程首当其
冲。学校确立了“以高层次人才队伍
建设为龙头，以青年教师队伍建设
为重点，以提高教师队伍国际化水
平为导向，以培育科技创新团队和

教学团队为主线，以全面提升师资
队伍整体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才
引进与培养体系。

在泰山学院网站上的《泰山学
院2013年博士研究生引进计划》中，
详细地公布了学校各二级学院博士
研究生需求和引进计划，其中计算
机应用技术等四个学科专业引进要
求为学科带头人。据了解，泰山学院
即将启动实施教学学术岗位的“博
士化”工程，不断完善有利于人才培
养成长、流动配置、聘用评价、激励
保障的体制机制，建设一支师德高
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
的高素质师资队伍。

通过人才队伍的建设，到“十二
五”末，泰山学院计划在重点实验室
和重点学科(人文基地)引进领军人
物或学科带头人5名，引进博士研究

生120人，师资队伍博士化比例(占45

岁以下教师)超过50%，在新世纪百千
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
专家和泰山学者特聘教授等高层次
人才方面有新的突破，为教育教学
质量的提高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优化专业结构

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教学质量是高校立足发展的命
脉，优化专业结构、改革人才培养模
式、推进课程创新、强化教学管理、
加强质量监控……这每一个环节都
决定着教学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
信息化水平，以及人才培养的质量。

“目前，我校有59个本科专业，
涵盖9大学科门类，可以说学科、专

业类别比较齐全。但是，我们在学科
专业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两个：一是学科专业结构不尽合
理；二是学科专业特色和优势不够
突出。下一步，我们要加大力度，采
取一切必要措施，调整优化学科专
业结构，全面提升学校学科专业建
设水平。”泰山学院党委书记王庆
功表示，学校将积极探索多元化人
才培养模式，调整和优化学科专业
结构，在三年内将本科生招生专业
数量控制在50个以内。

从现有的59个本科专业发展
到本科专业数量控制在50个以内，
需要的不仅仅是严格的专业准入
机制，还要有“舍得割肉”的淘汰机
制。泰山学院制定了专业评估指标
体系，对全校专业逐一进行评估，
下决心淘汰就业率、报考率和竞争
优势低的专业。

泰山学院还将进一步扩大开
放办学，大力推进产学研合作育
人，积极开展研究生教育。到“十二
五”末，泰山学院将借助外部资源，
使得研究生指导教师达到100人以
上，博士生指导教师达到15人以
上。同时，学校将不断提高生源质
量，加强与国外高校的合作，大力
发展互派留学生教育，不断提高本
科生出国留学的比例，吸引更多的
外国留学生来校学习，打造国际化
教育平台，进一步增强学校办学活
力。

整合优势资源

助力实现“强校梦”

“优先发展比较优势学科，稳步
发展传统优势学科，积极培育新兴
学科，关停并转落后学科。用好‘大
泰山’这个资源，凝练特色，搭建平
台，借助外力，提升自己。”泰山学院
党委副书记、院长秦梦华表示，要统
一思想，出台政策措施，加强激励机
制建设，强化责任意识，营造良好氛
围，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全面提高学
校的办学实力。

在科研与学科建设方面，泰山
学院有着清晰的整体发展定位，学
校将做好学科建设整体规划，加强
学科资源整合，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凝练学科特色和优势，构建省级、校
级和校级培育三级重点学科体系，
构建重点学科科学有效的运行机制
和考核机制，优化学科结构。同时，加
强学术团队建设，凝炼研究方向。在
未来三年，泰山学院计划在申请国
家级科研项目和科研奖励方面有新
的突破，全面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

凝心聚力，奋发有为。泰山学院
将通过“八项重点工程”建设，用三年
时间，使学校在办学实力、教育教学
质量、科研水平、管理和服务能力等
方面明显提升，推动学校“十二五”期
间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早日实现
特色鲜明的综合性大学的建设目标。

泰山学院：

实施八项工程 加强内涵建设
本报记者 邵艺谋 通讯员 贺安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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