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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本报记者 高长安
通讯员 苏喜娥 宋宁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第一使命。
大学不仅要提供系统的专业知识，更
要引领社会思潮，成为先进文化的传
播中心，培养品德高尚的人，社会责
任感强的人，能充分担当自己社会角
色的人。”近日，记者走进石家庄铁道
大学，提起人才培养问题，该校党委
书记、校长王岳森开门见山。

石家庄铁道大学创建于 1950年，
建校 60 年来，该校培养出了一大批
知名学者、工程技术专家和高级管理
人才。在青藏铁路、西气东输、南水北
调、西电东送、南京过江隧道、嫦娥二
号绕月探测任务等国家重大工程建设
中，承担完成了一批在国内外具有重
大影响的课题，为国家经济建设和铁
路现代化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凝练大学精神，践行大学使命

“培养造就有担当精神和社会责
任感的人，是当前大学教育中应该引
起重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学校必须系
统地将自强自立教育纳入到育人的各
个环节中，并将之转化为学生勇担重
任、服务社会、关爱他人的实际行动。”
王岳森说。

在石家庄铁道大学，随时随处都
可以看到或感受到为培养学生艰苦创
业精神而设置的种种人文景观和教育
活动：60年如一日的军号声；学生宿舍
内“豆腐块”的被子，整齐“列队”的鞋
子，井然有序的杯子；校园里，一代伟
人毛泽东、桥梁专家茅以升、中国铁路
之父詹天佑等先辈的塑像，“知行”、
“托起彩虹的年轻人”、“志在四方”等
文化石，以明志励志、报效国家为主题
的名言、警句，镌刻着学校独特发展历
史的“八零”广场，以学校参与的国家
重大工程青藏、京九、西康等命名的校
园甬路……这些活动和景观既是对军
校时期优良作风的传承，又富有现代
精神，围绕强化学生创业和担当精神

这一主题，潜移默化中感召着学生，激
励着年轻一代争做能够承担起社会责
任的人。
“学校仅为学生提供滋德养性的

环境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采取多种
措施不断影响学生、引导学生，使他们
的思想品德得以修正和提高，在现实
工作和学生生活中切实把德育首位的
育人理念落到实处。”王岳森说。

在石家庄铁道大学，有一支强有
力的政治辅导员队伍，他们在思想上
帮助学生，学习上关心学生，生活上爱
护学生。在这支队伍中，具有高级职称
和处级以上的超过 20人，他们中既有
将自己大半生都奉献给学生工作经验
丰富的老辅导员，也有博士、硕士等高
学历充满活力的年轻辅导员。强有力
的思想教育工作队伍保证了各项教育
内容的有效落实，近年来，先后有 1个
班被评为“全国先进班集体标兵”称
号，4个班被评为“全国先进班集体”。

在此基础上，学校始终坚持把“感
恩与诚信”教育贯穿到“三观”教育和
整个思想政治工作的全过程。鼓励学
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除学校每年寒
暑假定期组织社会实践小分队奔赴贫
困地区开展支教、支农、普法等活动
外，学生们还自发组成社团 30多个、
青年志愿者服务小分队 20多支，在日
常开展爱心服务活动，仅“爱心社”一
个社团就在敬老院、孤儿院建立了 6
个服务基地。诚信是责任的基石，学校
在图书馆设立了“图书漂流角”，所有
图书都来自学生无偿捐赠，学生自由
借阅，自主登记，自主归还；失物认领
处，拾者主动自觉上交，失者确认取
回；不定期开展“无人”售报、售书等活
动；要求学生每学期最少给父母写一
次感恩信……点滴中播撒感恩与诚信
的种子，润物于无声中培养和树立学
生责任意识。近年来，学校涌现出了全
国见义勇为优秀大学生杨之亚、全国
自强之星王红丽、河北省优秀团员谷
学志等一批先进典型；学生学费收缴
率到达了 99.4%。
“学生如果不能适应社会需要，不

能很好地服务社会，回报社会，学校就
没有达到办学的目的，更没有完成大
学的使命。对社会有用怎么来衡量？宏
观看，就是提高培养过程与培养目标
的对接程度，提高学生对社会的适应
度，能以个人所长积极参与到社会分
工中去，并能够出色地担当自己的职
责。”王岳森说。正是这种强烈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60年来，无论体制如何变
化，学校始终以塑造有担当力的合格
人才为己任，坚持面向国家基本建设
一线培养人才，形成了“艰苦创业、志
在四方”的传统、“精心设计、精心施
工”的作风和“军魂永驻，校企结合，
育艰苦创业人”的办学特色。
“这是一所非常有特色的高校。”

2006年，走过多所高校的教育部本科
教学评估专家这样说。2008年，该校
被新浪网评为国内六大特色工科院
校之一。

强化艰苦创业教育
引导学生做志在四方人

据记者采访了解，该校毕业生就
业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96%以上，即便
是受金融危机影响的近两年，毕业生
就业率依旧达到了 96.5%。在去年召
开的全国普通高校学生就业工作大
会上，该校又一次荣获“全国高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引导和教育学生到艰苦的地方

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学
校人才培养的总要求。宏观讲，国家
需要这样的人才，微观上讲基层成
才、艰苦成才更符合人才成长规律，
学生投身基层更容易施展自己的才
能，干出一番事业。”王岳森说。

秉承军校时期“艰苦为荣、劳动
为荣、创业为荣”的“三荣”思想，学校
坚持把艰苦创业精神教育作为学生
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常抓不懈。新
生入学伊始，学校就邀请离退休的老
干部给新生介绍铁道兵的光荣传统
和学校的艰苦创业史，请老教授讲自
己的亲身经历，组织学生观看反映学

校艰苦创业传统的《高擎五星红旗的
人》、《大路朝阳》、《天路放歌》等纪实
片，让学生从入学起就感受到艰苦创
业精神的熏陶。同时持续不断地把优
秀校友请回学校，与在校学生畅谈艰
苦创业、基层成才的感悟，这已经成
为该校思想教育的重要形式。校友们
成功的足迹，不仅使在校学生明确了
成长道路，认清了吃苦与成才的关
系，眼前安逸与未来发展的得失，还
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是非判断与价
值判断的统一，认识到了青年人吃苦
有利于成长的道理。

在此基础上，学校又把艰苦创业
教育延伸到社会。自 1991年开始，在
西柏坡建立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
实践教学基地，并将思想政治理论实
践学习纳入教育教学总体规划和培
养计划，单独设置一个学分。所有本
科生分期分批到西柏坡实习实践，接
受爱国主义和“两个务必”教育。另
外，学校还结合专业优势和特色，鼓
励专业教师自觉把自己在施工一线
取得的科研成果融入课堂，把自己在
生产一线的亲身经历介绍给学生，言
传身教中，让学生感悟和认识到艰苦
出成果、一线造人才的道理。

这种长期行之有效的艰苦创业
教育，铸就了学校的育人特色。据不
完全统计，当年在京九铁路建设最艰
苦的路段和青藏铁路建设沿线，30%
以上的管理和技术人员毕业于石家
庄铁道大学；目前在建的京沪高速
铁路，三分之一的指挥长是铁大的
毕业生。到基层去、到艰苦的地方
去，成为很多毕业生的自觉选择，每
年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毕业生都奔赴
到铁路、公路、港口、码头等施工建
设一线。这在无形中也提高了毕业
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该校学
生以“政治思想好、吃苦奉献精神
好、作风纪律好、适应环境快、胜任
工作快、成长进步快”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认可，在国家的急、重、大、
难、险基本建设工程中攻难拔险、屡
建奇功，“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发

展快”成为该校学生的就业名片。

在校企互动中实现学生选择
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

在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校要求教
师无论是在研究生教学中，还是在本科
教学中都要努力融进课本之外的“新东
西”。

老师的“新东西”从哪里来？“当然
从社会上来，大学的老师不能只在象
牙塔里讲课，要走出课堂与校园，了
解国际、国内研究动向，通过科学研
究与实践参与，不停地更新自己的知
识，使教学内容与社会需求紧密相
连。”据记者调查，近 5年来，该校承
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863”计
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国
家级和军队、省部级科研项目 800 多
项，科研经费达 4.2亿元。10年间获
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项、一等奖
2项、二等奖 5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二
等奖 1项，中国卓越研究奖 1项，军
队和省部级科技成果奖更是多达 100
余项。
“开放办学是大学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必由之路，开放办学不仅要从课
堂扩展到课外，更要从学校延伸到社
会。”王岳森说。

早在 1995 年，学校就成立了“董
事会”，30 多家特大型企业为学校人
才培养确定了方向标，同时成为学校
建设发展的智囊团和助推器。去年借
60年校庆之机，学校邀请了近 100多
家大型企业共商校企联合发展大计，
效果显著，与甘肃省建设投资集团总
公司等多家企业签订了人才培养、科
技服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董事单位
增至 55家。

董事会为学校和军队、铁路行
业、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之间架起
了沟通与合作的桥梁。学校在积极向
董事单位输送优秀人才的同时，广泛
听取董事单位和用人单位的意见和
建议，专业设置着眼于国家和区域建
设的需要，专业建设着眼于技术创

新，有针对性地进行专业和课程改
革，加大专业调整力度，强化优势特
色专业，形成了土木工程、机械工程
及自动化、交通工程、工程管理、工程力
学等 5大优势特色专业群。与此同时，
学校和董事单位紧密围绕铁路行业技
术进步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联
合开展科技攻关，取得一批社会影响
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性成果。
与众多董事单位联合完成的“青藏铁路
工程”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与
铁道第一勘察设计院、中国铁路工程总
公司、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等联合完成
的“秦岭特长铁路隧道修建技术”，获国
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与中铁十七局联
合研制的 900吨架桥机、提梁机、移梁
机等占据了国内高速铁路建设中同类
设备四分之一的市场份额；与天业通
联、冀川实业总公司等合作研制出的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无砟轨道混凝
土浇筑机、盾构机、挖装机等，已在铁路
施工中广泛推广应用，产生了良好的社
会和经济效益。

高水平的科研也反哺了教学。以科
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为先导，
学校不断优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
式，部分地解决了学生所学知识与现代
科技前沿脱节的问题，保证了教学内容
与社会需求的有效接轨。近年来，先后
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项、二等
奖 3项；建有国家级精品课 2门，省级
精品课 49门。
“其实实现校企的对接不是单方面

的问题，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也是互惠
共赢的过程。”王岳森说。

在长期的实践与探索中，该校形成
了校企联合育人的格局。先后推出了
“3+1+1”、“3+1”、“2+2”等订单式培养
模式，缩减了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距
离；在詹天佑科技发展基金会、茅以升
科技教育基金会的指导下分别成立了
“茅以升班”和“詹天佑班”，为学生自由
成长搭建“快车道”；以各董事单位为依
托，建立了 125个学生课程实践基地、
就业指导基地和实验教学基地，提高了
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培养造就有担当力的人才
———走进石家庄铁道大学

（上接 A1 版）

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的
主要难题

从张思锋的调研报告可以得知，
目前，神木县的采煤企业每吨原煤提
取的生态环境补偿费标准为 2 元，仅
相当于每吨原煤应提取的 27.42 元的
7.3%。榆林市尚未制定关于提取生态
环境补偿费的规定。

2005 年以来，神木县累计煤炭开
采量 7.07 亿吨，只有地方煤炭开采企
业的 2.90 亿吨提取了生态环境补偿
费 5.8 亿元；原煤产量占神木县煤炭
产量 59%的神东公司每吨原煤提取的
生态环境补偿费标准仅为 0.2 元，累
计提取生态环境补偿费 0.83 亿元，且
由神东公司自行安排使用。

与每吨原煤应提取的生态环境补
偿费 27.42 元相比，2005 年以来，神木
县累计少提取 187.23 亿元。
“十一五”期间，榆林市政府投入

1.6 亿元，恢复煤炭开采区植被 27万
公顷；2007 年，全市地方煤矿用于矿
区塌陷治理的费用 4 亿元；截至 2008
年，神木县累计投入 3亿元，治理水
土流失、修建乡村公路、建设人畜饮
水工程、修筑河流护岸。这些生态环
境补偿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因
煤矿开采、环境破坏引发的一些社会
矛盾。

李金柱曾说过，每开采 1 吨原油，
造成的生态环境成本是 260 元；每采
出 1 万吨煤，就破坏土地 4.5 亩，产生
矸石 1000 吨，占地 0.06 亩。2009 年，
榆林市生产原煤 2.1 亿吨、原油 850
万吨，采煤的环境代价 138.8 亿元，产
油的环境代价 22.1 亿元，两项已达
160 多亿元。而当年的地方财政收入
还不到 100亿元。

可以说，由于用于环境治理的累
计投资与榆林煤炭开采区的生态环
境补偿需求相比微不足道，当下，榆
林煤炭开采区的生态环境补偿举步
维艰。

困难在哪？张思锋认为，当前征
收榆林煤炭开采区生态环境补偿费
工作的主要难点有四点：一是央企、
省企、市管企业等煤炭开采企业有三
级隶属关系，存在管理体制与利益分

配问题；二是市级十多个部门参与对
地方采煤企业的监管，存在统筹协调
问题；三是国内不同煤炭开采区开征
的矿产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等的
计量依据、征收标准、资金用途甚至
征收名目等不尽一致，缺少生态环境
补偿费用征缴、使用的法规依据和科
学研究的结论支撑；四是企业负责人
缺乏认真履行生态环境补偿义务和
责任的意识，缺少对修复生态环境、
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作出贡献的
机构和个人的有效激励政策。

构建和完善生态环境补偿体制、
机制的四点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张思锋呼吁，尽快
构建榆林煤炭开采区生态环境补偿
体制，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并提
出四点建议。

一是制定生态补偿管理法规，明
确主体，明确企业资源补偿、生态环
境保护与修复的主体责任。按照“谁
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谁污
染、谁治理，谁破坏、谁修复”的原则，
形成合理严谨的生态补偿监管体系，
促进生态补偿规范化。

二是强化榆林市对其境内的央
企、省企、市管企业等煤炭开采企业
统一的生态环境补偿管理权，拓宽生
态环境补偿资金的筹措渠道。尽快建
立生态环境补偿准备金制度，即根据
企业年煤炭开采量和吨煤需提取的
生态环境补偿金，提取生态环境补偿
准备金。

三是设立市级生态环境补偿办公
室，由其制定生态环境补偿的中期规
划和近期计划，核定生态环境补偿资
金筹措标准和生态环境补偿准备金
率，负责生态环境补偿准备金的收
缴、管理和使用。成立由政府相关部
门、采煤企业、矿区居民等各方面代
表组成的生态环境补偿监督委员会，
负责对生态环境补偿资金的收缴、管
理和使用的监督、审查。

四是强烈呼吁把榆林市列入国家
煤炭矿产资源开发生态环境补偿试
点。力争在中央政府的纵向公益补
偿，煤炭资源输入地的横向利益补
偿，煤炭开采企业的资源占有与诱发
的生态风险补偿等三个方面实现针

对榆林的政策突破。即适当提高地方
财税分享比例，将资源税改革新增收
入留给地方；改变过去企业分公司到
总公司所在地纳税的税收方式，按照
税收与税源相一致的原则，在资源地
从事开发的企业，在税源地纳税。

张思锋最后强调，榆林市目前正
在实行调整产业结构、摆脱依赖能源
经济的发展模式，在实现又好又快发
展的同时，应借鉴德国鲁尔区的发展
得失与经验。

据介绍，德国鲁尔区煤的地质储
量约 2000 亿吨，占原西德煤炭总储量
的 75%。该地区以煤炭资源产业为主
导产业，其产值一度曾占全德国的
40%以上。但是，20世纪 50年代中期，
鲁尔区曾一度浓烟蔽日、煤渣满地、
河湖恶臭，开始步入艰难的发展困
境。而在 60 年代，鲁尔区全面进行区
域整治，并利用科技革命，不断创新，
更新布局产业结构，进行产业转型，
目前已取得世人瞩目的成果。

本报讯由青岛农业大学机电工程
学院教授尚书旗主持的国家“948”引
进国际先进农业科学技术项目“柔性
精密播种机综合技术的引进”通过验
收。该项目的核心技术成果“2BY-6型
育种试验播种机的研制”经农业部专
家鉴定，总体技术达到同类机具的国
际先进水平。

育种试验播种不同于普通的大田
播种，为减少时间与气候变化对试验
结果的影响，试验应在最短的时间内
完成。在试验田播种时，小区之间绝不
能混种。若用普通播种机必须每播完

一个小区，要停下来吸出机内的遗留
种子。以上这些因素加上数据的收集
和处理，都大大制约了育种学家的工
作效率与幅度。

针对这一问题，该研究项目引进
新西兰 Flexiseeder 柔性及小区播种技
术，消化吸收创新研制了 2BY-6型育
种试验播种机，解决了育种试验小区
播种伤种率高、播种不均匀及换种频
繁等技术难题；提升了育种自净排种
技术、电力驱动电控变速技术、精确控
制等关键技术；制定相关企业标准 1
项。 （廖洋 陈太安刘晓华）

本报讯由哈尔滨工业大学食品学
院与蒙牛乳业集团合作开展的“开发
自主知识产权乳酸菌及发酵剂”研究
日前取得突破性进展，其成果“一株高
产胞外多糖的嗜热链球菌及其全基因
组序列”日前通过鉴定。鉴定委员会一
致认为，该成果对自主开发国内乳酸
菌菌种资源、生产具有我国自主知识
产权的乳品发酵剂具有重要意义。

据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统计，
国内乳酸菌产业规模已经超过 160 亿
元人民币。但由于国内乳酸菌产业相
对起步较晚，目前国内乳品企业生产
酸奶大多使用进口品牌的乳酸菌菌
种。行业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产品中
所应用的菌株生理功效无法得到保
证，优良菌株缺乏，严重制约着国内酸

奶行业发展。
针对这一问题，哈工大食品学院

教授张兰威指导课题组与蒙牛乳业集
团合作进行立项研究，从我国传统乳
制品中分离得到了一株高产胞外多糖
的嗜热链球菌，与国外发酵剂菌株
MY96、812、TM111等对比，在生产性
能方面表现出了独特的性质。

业内专家指出，哈工大与蒙牛乳
业集团此次成功开发出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乳酸菌菌种，不仅有望打破国
内乳品企业使用“洋菌种”的格局，使
国产酸奶用上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的乳酸菌菌种，而且对后续研发适合
我国工业化生产以及开发功能更加完
善的特色酸奶产品有重要意义。

（张妍张好诚）

本报讯为加强中国科学院科研基
地建设，促进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
和社会公益性研究工作持续、稳定地
发展，中国科学院环境与应用微生物
重点实验室于日前获批成立，其依托
单位为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实验室主要面向环境污染治理的
国家重大需求，瞄准国家清洁生产、节

能减排与区域污染治理的关键科学和
技术问题，将开展环境微生物和污染
物生物处理、微生物绿色催化工艺与
机制、生物质废弃物微生物转化与过
程调控的应用基础和高技术研究，并
加强以微生物为核心的环境生物技术
研究，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与生态
修复问题。 （彭丽何奕忻）

煤矿采空区地震引爆生态补偿追问 中科院环境与应用微生物
重点实验室成立

青岛农业大学成功研制
新型育种试验播种机
电控传动系统和自动供种装置系国内首创

哈工大与蒙牛集团开发出
乳酸菌新菌种

神木县大柳塔活鸡兔矿区地面裂缝

大柳塔煤矿周边居民房屋因塌陷形成的墙体开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