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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科技大学给淄博带来了什么？
1月31日，淄博市委书记马

晓磊，淄博市委副书记、市长赵
庆文会见了山东科技大学党委
书记罗公利，党委副书记、校长
姚庆国一行。

这不是山东科技大学第一
次来到淄博。

记者梳理发现，早在2020
年7月，罗公利、姚庆国一行就来
到淄博，就深化校地合作方面进
行了深入洽谈，达成广泛共识。

这也为淄博多年来不断提
升的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硬实
力”，以及创新生态环境“软实
力”，提供了生动注解和有力
印证。

那么，在这四年间山东科技
大学与淄博有哪些“深度接洽”?

硬实力

当前，淄博正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3510”
发展目标、“强富美优”城市愿
景，加快推动老工业城市产业转
型升级，迫切需要科技和人才的
支撑。

这也正是工科优势突出、行
业特色鲜明的山东科技大学所
具备的。

一年前，也就是2022年1月
7日，山东科技大学淄博产业技
术学院在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举行开班仪式，迎来首批老师
和研究生，并与相关企业开展对
接交流。

时任淄博师专校长孙启友
就说，希望通过参与学院共建，
得到山东科技大学更多的指点、
指导和帮助，学习先进办学经
验，借力科研优势，助推学校实
现高质量发展。

淄川区委常委、副区长孙鹏
伟当时也特别指出，山东科技大
学淄博产业技术学院恰好为淄
川企业与山东科技大学合作搭
建了最佳平台，为引进高端人才
和优秀成果提供了良好渠道，必
将为淄川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
供动力。

教育孕育未来，科技彰显实
力，人才引领发展。

软实力

那么，怎么让“纸上成果”走
出实验室和工作间，转化为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现实生产力？

显而易见，校城融合是一剂
良策。

山东科技大学与淄博市的
双向奔赴，从学校党委书记罗公
利的话语中就能看出端倪：淄博
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
是高校扎根发展、为国育才的
沃土。

这也从各高校纷纷踏足淄
博这片沃土上看出来。

2022年6月7日，淄博市政
府与山东大学举行校城融合签
约仪式。

2021年4月13日，淄博市人
民政府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合
作共建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淄博
产教融合基地（淄博校区）签约
仪式举行。

2021年3月23日，淄博市人
民政府与青岛大学举行战略合
作签约仪式。

2020年12月6日，山东财经
大学乡村振兴学院揭牌暨山东
财经大学、深圳东方汇泉金融控
股集团、洪泰基金战略合作协议
签约仪式在沂源县举行。

机遇难得，蕴藏潜力。
双方的携手不仅仅是让淄

博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更
重要的是吸引越来越多的高校
认识淄博，为淄博下一步的发展
形成良性循环。

新篇章

双方合作共建山东科技大
学淄博产业技术学院，将推动双
方产学研深入合作，促进山东科
技大学科研成果在淄转化应用，
加强双方人才合作交流，是深入
合作、互利共赢的创新性成果，
标志着双方开启了战略合作新
征程，对学校发展和淄博市经济
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有先例的。
自2017年开始，张店区就

充分利用山东理工大学驻地优
势，深入实施“校城融合”发展
战略，全面推动学校科技、人
才、学科优势与张店区位、资
源、产业优势全面对接，成立19
个校企共建研究生工作站，40
余项科技成果在淄博市张店区
落地转化，58位山东理工大学
专家被55家企业聘请担任“科
技副总”……

2021年，双方更是聚焦共
建“环山东理工大学创业创新
带”，打造校城融合发展“升级
版”。其中，以淄博科创中心项
目建设为引领，依托山东理工
大学优势学科及科研资源，将
建设理工大创新中心、张店会

客厅、校友经济创业园等。项
目建成后，将充分发挥山东理
工大学的科技、人才、学科等
优势，加强与国内高校、科研
机构的学科联动，提升淄博在
关键技术的攻关能力，并成为
撬动理工大校友经济的新增
杠杆。

“两会”期间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市长赵庆文曾强调：
坚持科技引领、人才制胜，始
终围绕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
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
力，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夯
实产业转型支撑，建设国家创新
型城市。

那么，围绕新目标，淄博又
是如何开启发展新篇章的？

伴随着推动校城深度融合
发展、实施高校院所集聚行动等
一系列工作的开展，我们，似乎
找到了答案。

城市因大学而兴，大学因城
市而盛。

久久为功、再接再厉，淄博，
正一步一个脚印把“3510”发展
目标转化成推进步骤、转变为美
好现实。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张敏 曲心健

离校70多天“假期模式”转换到“学校模式”

“面对面”能否治愈“屏对屏”的纠结？

2月6日，是淄博市中小学
2023年春季正式开学的日子。

今年的开学不同于以往，在
网课加寒假70多天后，同学们
终于要见面了。

“假期模式”转换到“学校模
式”，同学们如何快速适应校园
学习生活，成为师生及家长共同
面临的挑战。

“面对面”的答案能否治愈
“屏对屏”的纠结？

“屏对屏”的纠结

针对一些“夜幕下的寒假作
业现场”的家长朋友圈，引起众
多讨论和留言。

“请不要相信，大年三十的
夜晚是不眠之夜，但是请相信，

开学前的最后一晚才是真正的
万家灯火。”一名家长朋友留
言说。

“不过，你永远不要相信，完
成作业会像山坡上的蒲公英一
样，唾手可得。”也有的家长说出
了内心的真实想法。

“突然发现，熬过了7年之
痒，熬过了婆媳关系，如今做妈
妈 ，却 倒 在 了 孩 子 写 作 业
上。”……虽然有语言调侃的成
分，却也反映了部分家长的心态
焦虑。

临近开学，各种补作业的信
息，铺天盖地而来，抖音、小红
书、朋友圈里随处可见各种幽默
又无奈的表达，甚至补作业还出
现了新的代名词，叫“赶工期”。

“工期”确实很赶，有的家长

开始着急上火，凌晨一点，孩子
在一边睡着了，家长还在做手抄
报，那认真的样子据说是自己小
时候都没有过的；也有的是半夜
里的一阵吼，“做做做，做5个小
时了，一页还没做完。你着点急
行不行？”然后是一副“生无可
恋”的模样。

似乎气家长才是主旋律

家长白天都上班，没空管孩
子，那孩子们无论是在网课期
间，还是在假期里，很多人可是
玩得不亦乐乎。

有家长就说：“咱现在好不
容易从包工头熬成了开发商，可
俩小包工头还是不急不躁的，早
上不起，晚上不睡，一看作业就

犯困，上火的还是咱这帮当年的
包工头啊。”

也有的家长是愁电脑：“孩
子老师让做思维导图，他霸着电
脑四五天，导图没做出来，游戏
倒是玩得不亦乐乎。”

于是，家长们开始纠结了：
“写作业是一时的，是不是气妈
妈才是主旋律。”

其实，纠结的不只是家长，
很多老师也很纠结。

就像当初网课的时候，今天
这个阳了，明天那个又咳嗽个不
停；今天这个说眼睛花了，明天
那个又说家里没水喝；有的孩子
是自己一个人在家，还得时不时
提醒他注意电器，注意门锁，也
有的得动不动视频一下，看看他
们究竟是在上网课，还是在打
游戏。

特别是老师自身阳了，讲不
了课，就布置孩子们写写作业，
这也不行，有家长就投诉到相关
部门，说为什么老师阳了，不换
个其他老师来讲课。

“隔屏相望，你压根不知
道孩子在那一端做什么，很多
课都缺乏现场酣畅淋漓的发
言，那就可能会造成孩子在开
学的时候，不太适应面对面交
流。”张店区潘南小学的张老
师说。

“面对面”的答案

离校70天，很多同学的生
活学习节奏紊乱，亲子关系有的
也开始紧张，开学综合征特别
明显。

“从假期结束到开学初的这
段时间，很多孩子会出现情绪不
稳定、紧张、焦虑、注意力不集
中、懒散、逃避学习、拖延完成作

业等表现，这种现象形象地概括
为‘开学综合征’。”淄博五中副
校长、高中心理高级教师成国萍
就说。

在她看来，“开学综合征”一
般会持续一段时间，对孩子的正
常学习、生活会造成不同程度
影响。

在成国萍看来，要解决这个
问题并不难：孩子主动调整学习
状态，循序渐进地进行体育锻
炼；家长也要帮孩子“调整时
差”，规律作息，规律饮食；同学
之间可以聊聊新学期打算，缓解
紧张、焦虑情绪。

“我们精心制作了开学第一
节主题班会课———《网课吐槽大
会》，幽默的主题，犀利的问题，
将在吐槽中把网课的沉闷一扫
而光，带领同学们消灭坏情绪，
轻松进入新学期。”淄博中学荆
晓老师也说。

淄博十一中还在开学前，特
别邀请了现于清华大学等名校
就读的一批优秀毕业生回到母
校，与老师和同学们密切交流，
分享他们的学习经验和备考方
法，尽快让同学们回到正常的学
习状态。

针对老师们的纠结和情绪，
学校也做足了准备。

就像张店区科苑小学，开学
前他们就专门学习了情绪管理
与沟通技巧。主讲秦梦婷老师
重点讲解了全新认知情绪、情绪
管理分析、性格与情绪管理、开
启有效沟通等，特别提到，在情
绪来临时不需要压抑它、消除
它，而是学会用正确的方式对
待它。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张敏 曲心健

淄博十一中优秀毕业生回校分享学习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