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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动态 

（一）山东大学成立中华美德教育学院 

6 月 23 日，山东大学中华美德教育学院揭牌仪式暨“中

华美德教育高峰论坛--首届干部政德教育论坛”在山东大厦

举行。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王世明、山东大学校长樊

丽明、山东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闻、山东省委组织部副

部长刘树军、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孔繁轲、湖北省委党

校副校长黄俭、湖南省委党校副校长蔡文辉、山东大学党

委副书记仝兴华、山东师范大学纪委书记姚东方出席揭牌

仪式暨论坛。山东大学常务副校长王琪珑主持开幕式。中

华美德教育学院由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和儒学高等研究

院共建，未来将打造成干部政德培训基地、企业家商德培

训基地和在校师生美德三大培训基地。中华美德教育学院

的成立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加强干部政德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也是近年来山

东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生

动诠释和精彩一笔。本次活动由山东大学、中共山东省委

党校主办。 

（二）山东大学 2019 年本科生、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



位授予仪式举行 

6 月 21、22 日，山东大学 2019 年本科生、研究生毕业

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相继在中心校区举行。2019 年，学校

共计有 5272 人被授予学士学位， 4764 人被授予硕士学位， 

678 人被授予博士学位。其中，1212 名同学并评为山东大学

2019 届优秀毕业生，609 名同学被授予山东省优秀毕业生荣

誉称号。山东大学根植齐鲁，服务山东，为区域经济发展

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三）山东大学获批一项中欧环境生物技术合作研究

重大项目 

6月 18日，由山东大学微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祁庆

生教授牵头申报的中欧环境生物技术合作研究项目“合成塑

料降解转化微生物菌群”获得批准资助，中方资助总额达

1500 万元。中欧环境生物技术合作研究项目由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NSFC）与欧盟委员会（EC）共同资助。该

项目的目标是将易造成环境污染且难以降解的石化塑料，

利用微生物代谢能力降解为单体小分子并为微生物所用，

从而进一步合成高值生物化学品，不仅可以解决塑料污染

问题，同时也使塑料垃圾创造出更高的经济效益。 

（四）山东大学与重庆三峡学院签署校际合作协议 

6月 13日，山东大学与重庆三峡学院校际合作签约仪式

在中心校区举行。山东大学党委书记郭新立会见重庆三峡

学院代表团一行，山东大学常务副校长王琪珑，重庆三峡

学院校长张伟、副校长祁俊生出席签约仪式。根据框架协

议，双方将在本科生及研究生联合培养、重点学科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合作等方面开展合作。 

（五）山东大学（青岛）与岛津（中国）公司合作实

验室项目正式揭牌 

6月 25日，山东大学（青岛）与岛津（中国）公司的合

作实验室项目在青岛校区揭牌。按照协议，双方将共同组

建“生命环境研究公共技术平台--岛津合作实验室”，不断加

强相关领域的合作与技术开发。 

（六）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与济南日报报业集团合作共

建启动仪式举行 

6月 12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与济南日报报业集团合作

共建启动仪式在趵突泉校区举行。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党

工委书记、齐鲁医院党委书记侯俊平，济南日报报业集团

董事长、党委书记、济南日报社社长马利出席会议并讲

话。仪式上，双方签署合作共建协议并为“济南日报报业集

团驻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融媒体记者站”揭牌。齐鲁医院与济

南日报报业集团强强联手，是医院与媒体融合形成传播合

力，建立起权威新闻资讯和健康信息传播阵地的创新举

措，将有利于让“齐鲁医学品牌”飞入寻常百姓家，让优

质的医疗卫生服务惠及千家万户。 

（七）各教学科研单位积极推进服务山东工作 

校团委与临沂团市委合作启动“感知沂蒙 优选临沂”暑

期实践项目。物理学院举行服务教育山东工作研讨会暨科

学体验中心冷湖实验室揭牌仪式。化学与化工学院与山东

东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项目合作协议。软件学院与

继续教育学院共同承办济南市南部山区乡村振兴专题培训



班。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与山东宝龙达新材料有限公司签

署项目合作协议，与山东朝日不锈钢有限公司签署项目合

作协议。管理学院与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新闻传播学院举办章丘城市品牌战略规划专家座谈

会；与上海交通大学、深圳大学签订共同发展虚拟仿真实

验室战略合作协议。商学院管理系教工党支部与国际经济

与贸易系教工党支部联合开展服务地方主题党日活动，赴

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就乡村旅游生态发展进行实地考察和

座谈。深圳研究院承办济南市组织系统“对标先进”专题培训

班。苏州研究院与威海市环翠区科技局对接合作，承办

“山东省新材料产业协会苏州行” 调研活。 

（八）校企、校地对接概况 

6 月 6 日，产业集团率学校部分骨干校属企业负责人赴

济南市工信局对接校属企业服务济南工作。 

6月 11日，潍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临朐县委书记顾

建华一行来访，就推进产学研合作进行座谈交流。 

6月 12日，招远市市长吴有进一行来访，就推进市校合

作进行对接交流。 

6月 18日，苏州高铁新城科技商务局一行到访，就推进

校地合作事宜进行座谈交流。 

6月 18日，威高建工产业集团党委书记于虎振一行到访

威海校区，就有关生物技术应用、特色产品开发等产学研

合作项目进行对接。 

6月 19日，党委、校长办公室，服务山东办公室赴济南

市人民政府对接市校合作事宜。 



6月 19日，常熟市专家咨询团一行到访，对接校地产学

研合作事宜。 

6 月 25 日，济南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侯加科一行来

访，就学校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社会服务、创新创业等

方面进行调研。 

6月 26日，潍坊市科技局局长高玉国一行来访对接校地

合作事宜。 

二、经验介绍 

学校团委充分发挥青年组织作用 积极履行社会服务责

任 

近年来，学校团委围绕志愿者服务、社会实践、创新

创业等方面，充分发挥青年组织的作用，积极投身社会服

务。一、实施山东大学青年志愿计划。学校团委积极组织

山大学子全员参与志愿服务，融入济南建设发展，持续推

动山大学子参与“青春耀泉城”行动，打造山东大学青年

志愿服务品牌。目前，已在济南设立 138 个社区志愿服务工

作站，参加志愿服务学生共计 16000 余人，活动覆盖守望成

长、文化泉城、恤病助医、敬老爱老、扶弱助困、情暖家

园等各个领域，辐射历城、历下、市中、天桥等市内各

区。二、创设暑期实践特色版块，助力乡村振兴工程建

设。设立理论政策宣讲团、创新创业实践团、调研实践观

察团、公益志愿服务团、文化艺术传播团、岗位实习见习

团六个重点专题版块；将“三下乡·千村行动”与“新知

青新家乡”暑期社会实践专项相结合，设立“新知青新家

乡”助力乡村振兴计划暑期社会实践专项、“讲好改革开放



故事，承新时代青年使命—山东大学青年宣讲团”专项、

“沧海桑田四十年青春实践话发展”调研中国暑期社会实

践专项以及“服务山东·山大方案”山东大学硕博服务团

暑期社会实践专项四个专项板块。经各学院各单位申报，

共组建 1269 支社会实践团队。山东大学团委获评“2018 年

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

单位”。三、培育学生创新创业精神，促进创新项目孵化。

举办成果体验式活动，开办创新创业暑期学校，举办公益

讲座，引导学生关注“十强产业”需求，学以致用；举办

“寻找合伙人”学术交流双选会，促进创新项目孵化。累

计服务校内 1018 个创新创业团队，覆盖学生 13000 人，赛

事先后获得省级荣誉 40 项、国家级荣誉 15 项。 

三、他山之石 

浙江大学聚焦科教人文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

动 

浙江大学积极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坚持高标

定位、主动参与、开放共享，围绕人才培养、科研合作、

智力支撑和文化传播等方面，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近

30 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努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科技

共同体。一是创新育人机制，合作培养专门人才。优化资

源配置，建立“一带一路”学院，实行人才培养归口管理；牵

头成立“一带一路”工程教育国际联盟，以“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工程科技人才培养为抓手，打造全球工程教育共同体；

加大留学生招收力度，推进学历学位认证标准联通，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各类专业人才。二是聚焦科技



创新，共享互利合作成果。搭建科技对话平台，举办“海

上丝绸之路高端国际论坛”“中葡海洋论坛”“海洋法国际

学术研讨会”等学术活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科技交流；加强联合研究中心共建，先后共建“中国—

印度尼西亚海洋科学与技术中心”“中国—印度尼西亚生物

技术联合实验室”“浙江—马来西亚传统药物联合研究中

心”等科研平台。三是加强智库建设，合理解决现实问

题。成立“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

协同创新中心等，牵头成立宁波中东欧国家合作研究院，

聚焦“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

展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提供高质量智力支撑；

建设“一带一路”数据库，联合成立海上丝路航运大数据

中心，自 2017 年 5 月起每月在“中国一带一路网”定期发

布“海上丝路贸易指数”解读报告。四是注重人文交流，

打造民心相通品牌。出版《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

举办“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专题研讨班，与国外高校共同

开展文物考古与保护工作，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研究和合作；启动“致远海外行动

计划”，开拓“一带一路”沿线校际交流项目与渠道，组织

师生赴重点合作国家交流，推动广大师生在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中开拓眼界、增长本领。目前，浙江大学已与 11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了 35 项校际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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