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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房子，没有任何钢筋水泥，而是

用秸秆、竹子为原料建成。这是烟台大学

副教授郑彬及其团队在第二届中国国际

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上亮相的作品“北方

印宅”。该作品获得竞赛单项一等奖。

近日，记者走进烟台大学看到，该作

品突出“零碳”特色，建筑北侧两层，南侧

一层，形成一个整体的单坡式屋顶；建筑

功能形体为简洁的“L”型……“我们团队

聚焦于开展低碳建材与绿色建筑专项研

究，希望探讨一种全新的‘地域化生态住

宅’，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郑彬表示。

作为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核心城市，烟

台市正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

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全力建设绿色

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而作为驻

地高校，烟台大学瞄准绿色低碳目标，深

化新旧动能转换，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打造科研创新团队

冬季是海草播种的季节。寒风料峭

中，烟台大学教授张全胜带领烟台大学蓝

碳研究团队又一次赶往长岛，深入小黑山、

庙岛、陀矶岛等地开展海草种苗培育工作。

过去的十几年，这支团队已在长岛完

成了鼠尾藻、裙带菜、海带三种海藻场的构

建与修复研究工作。基于细胞工程的特色

经济海藻—萱藻的低碳养殖达到规模化水

平，海草床修复新模式也逐渐成形。

地处烟台的长岛，是国家级重点生态

功能区，目前正在打造国际零碳岛。张全

胜及其团队也参与其中，为海草床、海藻

场修复提供技术支撑和理论指导。他们

创新的“种子库—种子—生态界面—海草

床”海草修复模式已经得到业内认可。

蓝 碳 研 究 团 队 在 烟 台 大 学 并 非 个

例。该校聚焦绿色低碳相关学科发展战

略布局，聚力学科顶尖人才引育，形成一

批服务绿色低碳发展的科研创新团队。

中国工程院院士、海洋腐蚀与防护研

究专家侯保荣曾说：“中国海洋腐蚀每年

损失 7000 亿，如防护到位可减损三分之

一。”烟台大学教授刘志勇带领团队针对

海洋环境下混凝土结构耐久性退化和结

构 内 部 筋 材 锈 蚀 的 突 出 问 题 展 开 了 研

究。给钢筋表面穿上“防腐外衣”是阻止

或减缓钢筋锈蚀的有效手段。刘志勇团

队研发的水性环氧树脂涂层通过增韧技

术有效提高其延性和韧性，解决传统环氧

涂层易开裂老化的问题，降低制造成本。

据了解，该技术目前已试点应用于胶

东地区海洋牧场新型装配式人工鱼礁项

目以及城市快速路建设。

建立特色学科专业

在烟台大学，瞄准绿色低碳的独一无

二创新还有不少。

烟台被誉为“核电之城”，与中国广核

集团、中国核工业集团、国家电力投资集

团等核电“巨头”关系密切，还部署了“培

育千亿级核电装备产业，打造中国核技术

自主创新集成基地”的目标任务。

在 此 背 景 下 ，山 东 省 唯 一 的 核 学

院——烟台大学核装备与核工程学院成

立。这里的核工程与核技术学科，是该省

唯一的核学科，肩负着助力打造烟台核电

装备千亿级产业集群的使命。

“‘立足烟台、服务烟台、融入烟台’是

我们的理念。自学院成立以来，我们与核

电厂等相关企业紧密合作，培养双师型教

师，助力学生生产实习。这成为我们不断

拓展深化校地、校企合作的有效途径。”烟

台大学核装备与核工程学院院长刘仲礼

告诉记者。他们与山东核电有限公司共

建了山东省核电技术与安全技术创新中

心，培养能服务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

与核工程、核电运营、核能综合利用以及

核技术应用等方面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与中核山东核能有限公司、核工业学院共

同签署三方战略合作协议，在核电装备、

核工程与核技术、信息通信、环境等专业

领域深入合作，打造核装备与工程技术人

才高地。

烟台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郝曙光表

示，近年来，该校将绿色低碳发展融入高

水平大学建设各个关键环节，推动教育

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为

山东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

持续贡献力量。

烟台大学：瞄准绿色低碳做独一无二的创新

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

近年来，“高精尖”的科研成果频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

里。这其中少不了高校的参与。高校是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创新体系建设、自主创新能力

提升的重要支撑。

近日，为深入推进有组织科研，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

共同组建“机器人科创协同联合体”。该联合体将聚焦机

器人产业发展需求，有组织地推进机器人领域关键技术

攻关，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机器人产业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

不久前，山西省高等学校加强有组织科研推动科技

创新高质量发展专题研修班在山西长治举办。专家学者

就如何以加强有组织科研为重要抓手，全面提升高校科

技创新和管理能力展开了讨论。

为何要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目前高校科研还存在

哪些问题？为此，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瞄准关键问题开展技术攻关

2022 年 8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就推动高校充分发挥

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有组织科研，全面加强创新体系

建设，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更高质量服务国家战略需

求作出部署。

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有组

织科研就是要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把过

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能干什么就干什么”，转变为“国

家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高校有组织科研既涉及

高校科研范式和组织模式的变革，也涉及高校科技工作

指导思想的战略调整等。

“有组织科研主要是针对关键核心技术开展攻关。”

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卢

晓中表示。

“有组织科研是一种新型科学研究形式，具有方向更

清晰、创新性更高、系统性更强的特点。”太原师范学院科

研部部长刘庚说。

华南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焦磊表示，作为一种科研模式，有组织科研能够跨越高校

学科组织界限、高效整合内部优势多学科资源、协同开展

任务导向型研究。其通过高校科研范式和组织模式的变

革与创新，整合校内外资源，以更加灵活的组织建制形式

开展目标明确的科研任务。

山西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金碧指出，科学研

究是现代高等院校的主要职能之一。面对高校科研发展

的新形势、新变革、新任务，要不断强化有组织科研。

“加强有组织科研是推动高校科技创新发展的必然要

求，也是服务国家及区域战略需求的重要方式。”李金碧说。

以高效组织体系实现优势互补

统计数据显示，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

有 70%以上来自大学。我国高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

国家科学技术奖的占比连年保持领先，大量具有标志性

意义的重大科技成果来自高校。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

学院特聘研究员王嵩迪表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

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之一。

尽管高校科研在各项政策的保驾护航下获得迅速发

展，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刘庚认为，目前来看，高校科研仍

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科学研究不够系统，研究范围广

泛但缺乏深度。同时部分科学研究以个人兴趣为主，在

支撑国家战略需求方面还有差距。二是科学研究具有不

同程度的同质化问题，导致科研资源重复投入或产出效

益不高。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科研人员在自由探索时存在‘单

打独斗’的情况，尚未做到优势互补和相互支撑。”刘庚说。

那么，应该如何平衡自由探索和有组织科研二者之

间的关系？

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今

后科技工作中，要继续大力支持自由探索，以更加有效的

制度设计，持续为高校广大科研人员开展自由探索的科

学研究创造良好环境、提供有力保障，推动自由探索向更

高层次、更高水平发展，力争取得更多原创性重大突破。

在此基础上，加强有组织科研，以更加有力的组织方式，

巩固高校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的地

位，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国家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

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朱松纯指出，有组织科

研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从更高的视角谋划全局。为

此，要合理布局计划性和探索性科研任务，整合优势资源，

形成高效的组织体系和架构，避免各自为政、无序发展。

“打个比方，自由探索产出的是‘珍珠’和‘宝石’，而

有组织科研则是把‘珍珠’串成‘项链’，把‘宝石’镶嵌到

科学的‘王冠’上。”朱松纯说。

三方面入手推进有组织科研

高校应如何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加强有组织科

研，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

“有组织科研不是文字层面理解的对科研过程予以

组织，而是规划一种特定的、有目标、有侧重、精准化的科

研模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副研究

员秦冠英认为，有组织科研需以战略需求为导向，以学科

优势为基础，聚焦战略高技术、高端产业等领域，依靠高

校优势学科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和基础科学攻关。

对此，刘庚表示，高校要开展有组织科研，首先要明

确国家的战略需求导向，了解国家在科技、经济、社会发

展等方面的重点领域和优先发展方向。这需要高校与政

府、企业和科研机构保持紧密联系，及时获取国家战略需

求的信息，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科研工作。

具体来看，高校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有序有效推动

有组织科研。

一是搭建多学科科研团队。跨学科合作有助于产

生创新思想和方法，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提供支

持。高校应打破学科壁垒，促进不同学科领域的交流与

合作，形成协同创新的合力，共同解决理论或技术瓶颈

问题。

二是完善科研机构设置。重点抓好科研平台建设，

集中优势资源进行重点领域的研究，通过完善科研机构

和重点科研平台建设，凝聚大团队，争取大项目，产出大

成果。

三是强化人才队伍建设。一流的创新人才是推动科

技创新的基础，要在关键核心领域打造一批战略科学家

和创新团队。同时，建立完备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和激励

机制，围绕国家科技战略发展需求和解决关键核心技术

难题的需要，着力培养擅长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拔尖人

才，通过人才队伍建设加强科研资源整合、布局，有效推

动有组织的科研。

“高校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强化自身建设、当好

科技创新‘国家队’的同时，以有组织科研推进协同创新，

汇聚国际顶尖人才打造科技创新‘国家队’，培育科创后

备力量孕育科技创新‘国青队’，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上更有作为。”刘庚说。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探索新型科研形式探索新型科研形式

以有组织科研推动高校科技创新以有组织科研推动高校科技创新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迎霞 通讯员王景）记者 1 月中旬获悉，宁

夏医科大学作为牵头单位，日前联合宁夏回族自治区的 20多家单位

近 500名会员，共同成立宁夏免疫学会。

作为宁夏唯一一所医学高等教育学府，宁夏医科大学是教育部、

卫健委、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建高校。该校目前拥有医学、理

学、管理学和工学 4个学科门类，5个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15个一级

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3个

博士后流动站。

基础医学是宁夏回族自治区一流建设学科。宁夏医科大学免疫

学作为基础医学的骨干二级学科，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该学科与

多个医学学科广泛交叉融合，是宁夏医科大学重要的基础性、前沿性

和支柱性学科。

“为了更好地凝聚免疫学工作者，推动交流合作，促进学科建设，

加强教学、科研、医疗及转化应用，我们经过长期酝酿与积累，联合多

家会员单位成立了宁夏免疫学会。”中国免疫学会副理事长、秘书长，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特聘教授黄波说。

据悉，该学会包括宁夏医科大学、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回

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宁夏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石嘴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吴忠市医院、固原市人民医院、中卫市人民

医院等成员单位，涉及自身免疫性疾病、感染免疫、肿瘤免疫、神经免

疫、代谢免疫等多个领域。

“我们对新成员的到来表示欢迎。希望宁夏免疫学会以此次会

议为契机，加强与国内专家的沟通联系，共同推进宁夏免疫学学科发

展，为改善人民群众免疫与健康水平作出更大贡献。”黄波表示。

未来，宁夏免疫学会将以增强人民群众健康福祉作为科技研发

的重要方向，加快推进免疫学在疾病预防、诊断、免疫检验技术、靶向

抗体药物等领域的应用，为“健康中国”“美丽新宁夏”建设提供更加

坚实的科技支撑。

宁夏医科大学

牵头成立宁夏免疫学会

从广西“小砂糖橘”参观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馆，到四川“小熊

猫”游览哈尔滨工程大学“雪雕一条街”，再到河南“小豫米”打卡东北

林业大学的中国森林博物馆……这个寒假，哈尔滨各大学校园迎来

了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近日，哈尔滨工程大学与“小黄鸭”

研学团的十年之约再次引发关注。

“以后我每年都要拿着‘小黄鸭专属校园卡’来哈尔滨工程大学

‘看海、看船、看雪雕’。这里的哥哥、姐姐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黑

龙江双鸭山尖山区实验学校学生徐子航说。

“小黄鸭”研学团由来自黑龙江双鸭山地区留守儿童、武警子女、

少先队红领巾宣讲员等组成。1 月 18 日，“小黄鸭”研学团即将结束

在哈尔滨多日的研学之旅。返程前夕，为学生提供研学场馆及住宿

的哈尔滨工程大学给每位学子发了一张校园卡。

哈尔滨工程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张德伟介绍，这张卡是学校送

给孩子们的礼物。他们在 18 周岁前，可以随时手持“小黄鸭专属校

园卡”回到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进入教学楼、图书馆，参观纪念馆，

到食堂用餐……“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们心有所向，鼓励

他们从小树立远大志向，为梦想奋斗。”张德伟说。

此次研学，学生们参观了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军工纪念馆，体验了

“工程金课”，参观了北大荒博物馆、731遗址博物馆等。

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军工纪念馆科技成果展厅，学生们聆听第

一个大型风洞群、第一艘水翼艇，第一艘小型水动力型潜艇、第一艘

深潜救生艇的故事，近距离观看“辽宁号”“歼-10”仿真模型。

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工程训练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学生们

体验了一堂特殊的工程科普研学课。哈尔滨工程大学工程训练基地

老师周莹带领学生们参观了哈尔滨工程大学工程文化厅和 4个工程

认知实训室。从齿轮转动等工程原理到动手操作的“机甲”对抗，再

到意义非凡的港珠澳大桥和“悟空”号，学生们在这里感受工程、了解

工程、体验工程，探索工程的趣味。

自 1 月 8 日哈尔滨工程大学开放校园以来，共接待四川“小熊

猫”、甘肃“小如意”、天津“小蹦豆儿”等青少年研学团 20 多个。

近 千 人 来 此 聆 听 红 色 故 事 ，走 进 蓝 色 梦 想 ，感 悟 冰 雪 文 化 。 日

前，哈尔滨工程大学被授予“黑龙江省青少年公益活动研学实践

基地”。

冰天雪地科普热
——哈尔滨工程大学打造青少年研学实践基地

图为烟台大学教授张全胜在指导学生。 受访者供图

重庆大学的实验室内，该校博士生李凯霖和团队成员正在进行新型硅肥研究实验。 新华社记者 刘潺摄

近日，由全国少工委主办的“争做新时代好队员”——少先队员
与载人航天面对面活动在海南举办。来自全国多个省份的少先队员
们通过走进文昌航天发射场聆听院士科普讲座等形式多样的航天主
题活动，体验航天文化，培养科学思维，在内心埋下航天梦的种子。
图为少先队员们认真倾听中国工程院院士、运载火箭系列总设计师
龙乐豪的科普讲座。 新华社记者 樊雨晴摄

体验航天文化 共筑航天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