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潍坊学院全面实施“人

才强校”战略，立足学校办学定位和

发展现状，以“潍院学者”人才工程

建设为抓手，不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抓好关键少数，汇聚头雁

效应，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为学校高

质量发展聚力赋能。

坚决破除“五唯”，
实施科学评价

潍坊学院坚持以破“五唯”为

导向，推动构建科学评价体系，引

领学校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出台

《“潍院学者”人才工程实施办

法》，将原有相关人才政策进行整合

完善，注重对人才进行多元评价、

全面评价和综合评价，进一步突出

师德师风建设首要位置和教学中心

地，为人才发展松绑减负。强化过

程管理，提升培养效能，精心打造

“不拘一格评人才”的人才成长生

态，积极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

而出的良好环境和人才持续发展成

长的良好氛围。

拓展支持范围，重点面向有潜能

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实施更积极、更

开放、更精准的人才培育政策，丰富

人才支持层次，形成领军教授、特聘

教授、杰出青年人才、优秀青年人才

四个层次的成长型人才梯队培养体

系。2022年，学校 53名教师入选“潍院

学者”人才工程项目支持人选，加上原

有人才支持计划支持人选，目前全校

已有 155名“潍院学者”。

大幅提高待遇，揭榜挂帅上岗

学校建立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加

大高水平成果的奖励力度，以揭榜挂

帅激发了创新活力。大幅提高人才待

遇，“潍院学者”各层次人才岗位津

贴不同层次进一步拉大了基差，极大

调动了高层次人才工作的积极性。提

高目标任务标准，实行“揭榜挂帅”

制度。坚持“一人一策”，逐人论

证、制定、签订“潍院学者支持计划

人选协议书”，提升人才科研创新动

力。

强化支持期内过程管理，确保协

议约定的任务目标如期完成。按照工作

规划，学校计划分五批遴选 10 名“潍

院学者”领军教授、 30 名“潍院学

者”特聘教授、80 名“潍院学者”杰

出青年人才、150名“潍院学者”优秀

青年人才。

发挥“头雁”效应，收获
丰硕成果

入选“潍院学者”的教师，主动发

挥“领头雁”和排头兵作用，引领学校

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整体水平不

断提升。以“潍院学者”人才工程为

带动，以优势特色学科、专业为依

托，2021 年以来，学校先后引进培养

博士等高层次人才 270 余人，引培博

士占潍坊市同期总量的 63.3%。以打造

成长型人才梯队为目标，新增 9 个高

水平教学科研创新团队，通过校企共

建协同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围绕

关键核心技术开展科研联合攻关，形

成优势互补、共建共享、协同创新的

工作格局。

强化辐射带动作用，推动教学科研

模式由“自由生长、单兵作战”向“定

向培育、兵团作战”转变，促进各类人

才发挥各自优势，收获丰硕成果。特聘

教授姜在勇以第一作者在 Cell Press 细
胞出版社期刊 Chem. Catalysis. 上发表

高水平学术论文 1 篇，该论文得到了

《自然》（Nature） 期刊 Research high⁃
lights 专题介绍和评述，并以第一通讯

作者在化学领域国际期刊 Angew.Chem.
Int.Ed. （中科院大类 1区） 上发表高水

平学术论文 1篇；2022年，杰出青年人

才丁菲菲获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课题

立项 1项，曹玉鹏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1项。

加强跟踪服务，构建长效机制

学校以“潍院学者”人才工程为抓

手，切实推动人才支持政策落地落实，

确保人才梯队建设工作取得预期成效，

推动学校人才工作再上新台阶。

认真落实政策，对人才项目实施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分析总结

和改进提升，最大限度全面支持人才

干事创业、取得实效，助力各类人才

顺利完成预期目标任务。切实做好服

务，发挥好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人才等

制度，注重加强人文关怀，尽力帮助协

调解决后顾之忧，让各类人才心情舒

畅、心无旁骛投身干事创业之中。营造

良好氛围，持续健全完善学校人才荣誉

制度，加大先进典型选树和宣传力度，

为人才发展成长营造更好的舆论环境，

着力营造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的引

才育才用才良好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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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 璇

当谭玉娇的名字出现在参赛名单中，

杭州亚残运会女子举重 67 公斤级比赛的

冠军归属便没了悬念。唯一的悬念是，作

为赛会、亚洲及世界纪录保持者，她能否

再次刷新自己的上限？10 月 26 日，答案

揭晓，中国选手谭玉娇以 141公斤的成绩

打破世界纪录摘得金牌。

本次比赛是世界排名赛，尽管已经排

名世界第一，但谭玉娇对自己的成绩还不

满意，赛前，她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透露，

“排名成绩是 134 公斤，我希望再提升一

下，最好能挑战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刷

新上限，对 33岁的谭玉娇来说已经成为习

惯，作为里约、东京两届残奥会冠军，她在

过去 20年的职业生涯中曾 19次打破世界

纪录，今天过后，这个数字变成了 20。
如果人生能用数字标记，对谭玉娇来

说，7 算不上一个好数字。7 岁时，因患

急性骨髓炎致右腿肌肉萎缩，她失去了和

小伙伴一起跑跳的可能，“大家都去比谁

跳得远，我做不到这些。”可在一个懵懂

的年纪，这就是她以为“残疾”的全部代

价，“似乎没有常人想象的那么沉重，因

为小孩子总是很单纯的”。可每当大家上

体育课时，自己只能坐在旁边看，时间长

了，她也开始面对现实，“我一辈子都不

会和体育有缘分了”。

谭玉娇的老家在湖南湘潭，为备战湖

南省残疾人运动会，湘潭市残联打算选拔

一批“苗子”进行培养。在一群看似“和

体育无缘”的孩子中，读小学六年级的谭

玉娇并不羞讷，也不怯场，“什么是残疾人

举重，我不懂，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想试一

试”，因为在她看来，从上不了体育课到有

可能成为运动员，是再珍贵不过的机会。

少体校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举重队

里，其他都是健全孩子，只有我一个人练

残疾人举重，但教练安排训练的时候，从

来没有把我当成一个残疾人看待。”谭玉

娇记得，当专项训练后，其他队员需要去

跑步训练，这时，教练就会给她一辆自行

车，“我就骑车跟着他们一起，我们到湘

江边上，教练就让我们朝江对面大喊自己

的名字”。当青春足够热血，布满血泡的

掌心、疼到拿着筷子都会发抖的手，所有

身体的代价都会转换成精神的财富，“我

从不觉得苦，这是一个快乐的过程”。

随着竞技成绩不断提升，举重在人生

中的占比和影响越来越大，谭玉娇作选择

的时候到了。2009 年，高考和全国锦标

赛“撞期”，反复思考后，她决定先放弃

高考，专心备战，“那是 2008年北京残奥

会结束后的第一次国内比赛，一批特别优

秀的老运动员要退役，国家队要吸收新运

动员加入，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机

会”。确立了目标，她便如愿在呼和浩特

全国残疾人举重锦标赛上拿到自己的第一

个全国冠军，也顺利进入国家队，那年 10
月，她就开始参加世界比赛，并获得了世界

冠军，“当时作了非常正确的选择”。

那是谭玉娇站上顶峰的开始，“有一

段时间，我开把就能赢对手 20 公斤，所

以我每次比赛的对手都是自己，我那几年

不断地跟自己较劲，就想爬高一点、更高

一点。”可从 2018年开始，埃及传奇名将

法特玛·奥马尔更换级别成了谭玉娇的对

手，这让她心情复杂，“她是我的偶像，

我内心非常尊敬她，但又特别渴望战胜

她”。谭玉娇提升了训练的承受负荷，结

果换来了一次险些断送运动生涯的伤病。

2019年哈萨克斯坦世锦赛之前，谭玉

娇右肩膀受伤，带伤作战后，发现是右肩膀

肌腱撕裂，“当时我在国内去了 4 家医院，

医生都强烈建议我要做手术进行修复，但

那时距离东京残奥会已经很近了，如果选

择手术就意味着直接放弃东京残奥会。”她

说，但保守治疗，时间长、过程更艰难且效

果难以预料，“我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疫情袭来，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延期

一年。谭玉娇得到了一年宝贵的康复时间，

她每天都耐心地去完成康复治疗，“像小朋

友开始学走路一样，我要从轻重量开始训

练，从 20 公斤开始慢慢地增量，一直坚持

到东京奥运会前才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她

将自己的经历看作爬山的过程，“1.0 版本

是在伦敦残奥会之前，刚刚出道，作为新运

动员开始向上攀登；2.0版本是站在山顶的

时候；而 3.0版本是现在的我，经历过伤病

和困难的考验，比以前更加强大了”。

“举重让我重生。”坚持至今，谭玉娇

表示，“作为一个老运动员，我屡次在国

际大赛中获得金牌，让国旗因为我而升

起，国歌因为我而奏响，这一份价值和

荣耀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所以它让

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感，给了我生命极大

的支撑。” 本报杭州10月26日电

破世界纪录夺冠

谭玉娇自己定义赛场和人生

本报南宁10月26日电（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谢洋 通讯员李佳瑞） 今天

上午，第一届全国学生 （青年） 运动会

（以下简称“学青会”） 志愿者出征誓

师大会在广西大学举行。700名志愿者

代表在现场郑重宣誓。

共青团广西区委书记，学青会组委

会副秘书长、志愿者工作部部长蒙启鹏

在大会上作动员讲话，他鼓励广大学青

会志愿者要深刻认识学青会的重大意

义，把参加学青会志愿服务作为一项特

殊的使命、特殊的荣誉，要胸怀国之大

者，践行“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弘扬

志愿精神，绽放无私奉献的青春风采，矢

志拼搏奋斗，迸发挺膺担当的青春动力，

以“优质、高效、专业”的志愿服务，为

成功举办“简约、安全、精彩”的学青盛

会贡献青春力量。

相关领导代表学青会执委会向学青会

志愿服务队授旗，意味着学青会志愿者“小

青芒”组成的志愿服务团队全面上岗服务。

截至目前，学青会执委会志愿者工作

部已按照“馆校对接”工作模式，从全区 32所
高校招募 1.65万名学青会志愿者“小青芒”。

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志愿者集结誓师

（上接1版）
有村民给记者算了笔账，以前土地自

种，每年“累够呛”才能收入七八千元，

还要刨去一家老小的吃穿用度。现在地不

用管，每年粮食收入能有一万五六，再出

去打个零工，挣得钱有以前的 10倍。

土地增产、农户增收，两年多来，这

样的托管模式逐渐得到了垦区周边乃至省

内外粮食种植户的认可。今年，共青农场

与江西共青城开展南北共青合作项目，选

派 3名青年助农服务团成员，连同 6台套

大型农机奔赴江西，全程托管当地 304亩
水稻田。目前，位于江西共青城泽泉乡涂

山村的水稻即将迎来收获，预测每亩单产

可提高上百斤。

团队成员仇浩然告诉记者，当地水稻

种植以往都依靠人工漫撒，没有育秧工厂

也没见过大型机械，现在在服务团的帮助

下已经实现了大型全自动插秧机作业、无

人机植保，“很多村民路过水稻田，都会

停下拍照，给我们竖起大拇指，说明年也

要跟着我们一起干”。

除了江西，北大荒集团青年助农服务

团成员还活跃在安徽小岗、新疆塔城、广

东广州、陕西延安等祖国大江南北的田间

地头，记者从北大荒集团了解到，今年北

大荒集团在省内外全程托管土地面积已达

815万余亩。

以前“凭感觉”现在讲科学

作为种粮“国家队”，北大荒集团不

只要自己种好粮，更要带领广大粮食种植

户走上标准化种植道路。在绥化分公司，

青年助农服务团成员除了维护日常托管地

块，还参与到周边望奎县、木兰县、嘉荫

县等地的农技推广培训工作中，与地方

87 个种植地块结成帮扶对子，开展“玉

米绿色种植技术”“大豆高产高效栽培技

术”等各类培训 20 余场次，参训地方农

户 1300余人次。

想要给这些“老油条”们上课，年轻

人们可是煞费苦心。海伦农场青年助农服

务团成员李平介绍，周边农户种地大多靠

经验、凭感觉，缺乏统一标准和科学管

理，“几十年都是这么过来的，老观念根

深蒂固”。

为了让老百姓直观地感受到标准化种

植与传统农业的差异，服务团每逢春耕、

夏管、秋收等关键农时，都会组织周边乡

镇农户实地参观农场标准化示范田，并开

展系列田间课堂，制作 PPT、小视频等农

技讲解产品，将晦涩的理论知识融入解决

农户实际生产遇到的疑难杂症中。

农户陈大爷一直纳闷，为啥自己家的

水稻田里常年臭气熏天，经过培训讲座他

才得知，原来水田也需要排水晾田，以免

根系腐烂，“我们以前一直认为水田没有

水会旱死咧”。

还有种植户疑惑，“水田秋收后都要

‘打浆’，你们为啥不打？”服务团成员耐

心解释，“打浆”会破坏土壤的团粒结

构，导致孔隙度减小，氧气含量降低，最

终影响植株生长。

在牡丹江分公司八五四农场，青年助

农服务团将农场试验总结的数字化管控方

式移植到地方，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被细

化为一项项数据标准，农户照着“说明

书”就能实现增产增收。

“以叶龄诊断技术为例，我们可以根

据测算叶龄来判断粮食长势以及接下来的

药肥、管理重点，而以往农户基本上只能

通过经验和节气来判断。”服务团成员黄

金宝说，除此之外，播种株距、行距，田

间路、渠、梗等每一处细节都需要精准规

划，向每平方厘米土地要产量。

当地村民向记者表示，自己种了几十

年地，从来都是撒了种子等着收，头一次

觉得种地比伺候孩子还麻烦。“不过人家

这管理确实好，你看农场几十万亩地全部

统一标准，种出来的粮食个个穗大粒满。”

与散户种植不同，一些承包大片土地

的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一般都拥有更先

进的大型农机具，种植标准也相对较高，

但相比农垦系统，还普遍存在农机具更新

换代不及时、操纵技术不过关、适地改造

不到位等问题。

今年，北安分公司长水河农场成立了

7支青年志愿服务队，其中就包括大型农

机具的技能培训。团队成员张海雷介绍，

志愿者与北安市二井镇各村结成帮扶对

子，对各村农技推广员、农机驾驶员手把

手教授耕地耕深、大犁调整、北斗导航以

及播种机、起垄机使用技巧。同时为各村

大型农机具提供加装大豆根瘤菌喷淋系

统、机收减损装置、收割机履带改装等适

地改造服务。

不久前，当地一家拥有价值 3000 万

农机具的专业合作社也向服务队发出邀

请，希望在明年春播之前完成全部农机具

的改造升级。

迈向绿色农业

数据显示， 2022 年，北大荒集团秸

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9.99%，秸秆还田利

用率保持在 97.77%，一台大马力农机在

收获整地的同时，就可以将秸秆粉碎深

翻，既可以保护黑土地，又能最大程度地

发挥秸秆的剩余价值。但在农村，秸秆焚

烧依旧是大多数农户的唯一选择，秸秆留

在地里来年没法播种，自己又没有处理能

力，干脆一烧了之。

在建三江分公司七星农场，有一支

40 人组成、平均年龄 33 岁的青年科研团

队，监测土地、推广绿色种植技术就是他

们的一项重要任务。

团队成员张少波介绍，农户常年过量

使用化肥，导致土壤板结、有机质下降、

重金属超标，最终影响粮食产量，更影响

黑土质量。为此，团队对周边超百万亩

耕地进行取样检测，通过化验土壤中的

养分含量及中、微量元素，为种植户精

准定制测土配方施肥建议卡，做到缺什

么补什么。

同时，团队还向周边农户推广侧深施

肥插秧、有机肥替代化肥等技术理念，并

建立了 252处黑土地监测点，实时监测土

壤重金属含量、农药残留等数据，发现超

标预警，可第一时间发现处理。据张少波

统计，依靠一系列减肥措施，周边农户肥

料利用率可提高 3.1%，每年减少肥料使

用超 2000吨，节约成本 500多万元。

在胜利农场，青年助农服务团成员发

现，不少农户盲目追求产量，过度密植，

不仅产量不增反降，更大幅增加了秸秆处

理压力。“我们一方面组织志愿者推广合

理密植技术，让大家了解并不是种得越密

越好，另一方面也在逐步推进秸秆粉碎还

田。”服务团成员袁忠兴说。

想要实现秸秆还田，农户需要在收割

机上安装一个秸秆抛撒器，这毕竟涉及成

本投入，难度可想而知，服务团成员只能

掰着指头给村民“算账”，讲清楚其中利

害。随着近两年农场助农服务成效的不断

显现，种植户对“北大荒标准”也越来越

认可。袁忠兴粗略估计，今年农场服务地

块的秸秆还田率已经可以达到 90%。

不过在张海雷看来，想要真正在农户

心里种下黑土保护的观念绝非朝夕之功，

以科学轮作为例，尽管目前农场大力提倡

轮作，但农户的选择主要还是看行情，

“对我们青年助农服务团来说，还需要在

未来的 3-5年里持续地将绿色农业的理念

推广下去”。

好消息是，张少波团队最新的监测数

据显示，今年七星农场周边耕地土壤有机

质含量较 5 年前提高了 0.12%，这意味着

黑土地正在重新焕发活力。“0.12%这个数

字虽然不起眼，但放到黑土层上万年积累

形成的历史维度中看，这足以称得上是意

义深远的一大步。”张少波说。

本报烟台10月26日电（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李桂杰 见习记者韩飏） 10
月 26 日，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全国

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山东省烟

台市开幕。人社部党组书记、部长王晓

萍致开幕辞，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周

乃翔致欢迎辞。

大赛以“智汇赋能发展博创引领未

来”为主题，设置了创新赛、创业赛、海外

（境外）赛和揭榜领题赛 4 个组别，新一

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

料、生物医药与健康、现代农业与食品、海

洋开发与应用、其他行业七大赛道，共吸引

6206个博士后项目、2.5万人参赛，经预选

推荐和全国复赛，1530个团队项目入围全

国总决赛。同期举办成果展示、交流对接、

主题研讨、人才招聘等活动。

为确保大赛公平公正举办，大赛组委

会邀请 24 名院士专家组成专家指导委员

会，对大赛创新创业项目进行指导。总决

赛共邀请 252名技术、投资、研发、知识

产权、财务管理等领域高水平院士专家作

为评委，对参赛项目进行专业评审。

第二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