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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观察

11月27日，迎着初升的太阳，走进湖北华
锦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车间内一派热火朝天的
繁忙景象。

这家生产离合器压盘、曲轴等汽车零部件
的企业，凭着过硬的产品，以超过92%的产品合
格率赢得赛力斯汽车问界新M7的订单。

“能受到赛力斯的青睐，本质核心还是产品
硬。”该公司负责人吴丹雪介绍，我们与华中科技
大学等4所高校建立了合作研发关系，聘请了6
名专家担任技术顾问，像产品的气孔以及平整度

问题，光测试耗费的样品就多达2000个。
得益于钻研技术，湖北华锦智能装备有限

公司脱颖而出，从新能源汽车市场上分得了一
杯羹。

在大冶市陈贵镇，像湖北华锦智能装备有
限公司这样的企业可不止一家。

在湖北博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家
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生产的活塞销，其产品的氮
化层深度做到了0.03毫米，该公司自主研发的
全自动打孔机活塞销打单孔每秒7支，打双孔

每秒10支的“博英速度”，这比传统人工打孔每
支快了40多秒……

凭着对科技创新的执着追求，这家公司在
科技创新的赛道上越跑越远，2022年入选湖北
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该公司目前活塞销
年产能6000万支，在行业内排名靠前，约占国
内压缩机生产行业市场份额的20%。

以科技创新行动为抓手，积极锻造科创“主
引擎”，抢占高质量发展“主阵地”。陈贵镇坚持
政策、资金、人才引进等要素向平台倾斜，推进

牛仔纺织服装、材料、现代农业企业与省内外高
校、科研院所合作，申报建立企校联合创新中
心、企业技术中心、职工技师创新工作室、院士
专家工作站、星创天地等科创平台，开展核心技
术研发，提升产业科技水平。

2022年，陈贵镇规上企业研发投入超过2
亿元，研发人员达505人，新产品销售收入达
17.79亿元。目前，该镇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研
发机构实现全覆盖，拥有大冶本级工程研究技
术中心20个、黄石市级研发平台8个，黄石、大

冶市技师创新工作室3个，湖北省级工程技术
中心1个，湖北省院士专家工作站2家，以陈贵
镇为中心的畜禽加工科技园荣获省级评选先进
等次。全镇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达57家，省级
高新技术企业达14家，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达4家，入选2023年湖北省创新型中小企
业名单达3家。

2022年，陈贵镇在大冶市科技创新型乡镇
答辩会上，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被纳入全市科技
创新型一类乡镇。 （陈向东）

大冶市陈贵镇：政策资金人才要素倾斜 激活科技创新“主引擎”

“今天，让我们跟着陈潭秋的托儿
家书一起，感受烽火年代。”11月 28
日，在黄冈市黄州区纪委监委年轻干
部读书班上，7名年轻干部深情演绎陈
潭秋的托儿家书，给大家带来一堂情
景式红廉文化教育课。

今年以来，黄州区纪委监委深入
挖掘陈潭秋廉洁故事，组织专班创作
情景朗诵剧本《一封家书》，作为该区
年轻干部党性教育的重要教材。该区
聚焦苏东坡、李四光等本土名人资源，

通过制作廉政专题宣传片、打造勤廉
专题展览、开展苏东坡廉洁诗词书法
作品展、举办廉洁主题宣讲等多种形
式，持续深化廉洁文化建设，让“廉洁
因子”真正活起来。

该区依托陈潭秋故居、李四光纪
念馆、黄州区廉政教育馆等教育阵地，
打造“擦亮清廉底色之旅线路”，组织
党员干部开展红廉文化研学活动，截
至目前，已接待162批次6100多人。

（夏勇 李佩）

黄州纪委：盘活廉洁因子 擦亮清廉底色
近日，武汉市黄陂区法院、湖北银

行业保险业纠纷调解中心携手设立
“法院+金融”调解工作室，有效整合法
院金融审判专业优势和湖北银行业保
险业纠纷调解中心资源优势。

“法院+金融”调解工作室进一步
畅通金融纠纷化解渠道，丰富金融纠
纷化解方式，降低企业和群众金融纠
纷化解成本。该院将依托调解工作
室，不断提升金融纠纷解决能力和水
平，完善诉非衔接机制，促进更多的金
融纠纷化解在诉前阶段、化解在萌芽，

推动金融纠纷从终端解决向源头防控
延伸，实现金融纠纷化解成本更低、效
率更高、方式更优。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
稳。”该院坚持能动司法，针对互联网
金融规模逐步扩大和辖区金融业多元
化快速发展实际，将前川人民法庭打
造成金融审判专业法庭。今年以来，
前川金融法庭审结金融纠纷案件2695
件，调解撤诉776件，妥善化解一大批
金融纠纷，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降低
企业融资成本作出积极贡献。

黄陂法院：“法院+金融”营造良好融资环境

“感谢法院对破产企业的关注与
支持，帮助企业重获新生。”近日，武汉
某食品公司的法人李某给武汉市新洲
区法院的法官打来电话，衷心表示感
谢。

武汉某食品公司是一家以蘑菇加
工生产调味品、酱油等的企业，因经营
不善，该公司负债2.5亿元。2021年8
月，新洲区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该
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23年6月，
法院经审慎分析，认为该公司具备重

整价值及挽救的可能，裁定对该公司
进行重整。同时，该院充分发挥“法
院+税务”联动机制作用，加强与税务
机关的沟通、协调，最终，税务机关依
法减免该公司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
税本金和滞纳金共1200万元，有力促
进该公司破产重整程序的进行。

最终，新洲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
划草案。自此，该公司恢复运营，重回
市场经济“赛道”。

（马攀）

新洲法院助危困农企重获新生

11月17日，走进武汉东湖学院机
电工程学院党员创新工艺社，多功能起
卧辅助装置、用于水下探测的机械大鲵
等学生发明创造整齐陈列，展牌上展示
历任学生社长的职业去向。旁边是实训
中心，3D打印机、机床、车床、激光切割
机等设备一应俱全。

“学生们在创新工艺社内沟通讨论
机械设计，有想法就找老师申请设备，尝
试落地，实训室内所有设备都能使用，方
便极了！”党员创新工艺社学生社长秦训
双说，创新工艺社和实训中心在同一幢
大楼内，创想和实践能无缝对接，让他对
社团工作充满信心。

这是该校开展“一站式”学生社区综
合管理模式建设以来的新气象。近两
年，学校探索将教学实训空间纳入“一站
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充足的
空间、设备、师资支持让每一个学生获得
充分发展和成长的机会。

建设多功能社区助成长

2021年，武汉东湖学院入选教育部“一
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第二批新增试
点高校，也是我省唯一入选的民办高校。

学校董事会、校党委、校行政高度重
视，立即成立工作专班，设立专门机构，
先后投入近3000万元新建了大学生活
动中心，改扩建学生宿舍136间，建设
12个社区驿站，选聘学业导师366人。

同时，将学生工作处等职能部门从
行政楼搬至学生生活园区，全体辅导员
入驻学生宿舍办公。很快，老师们发现，
此举确实方便学生办事“少跑腿”，“但是
要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学习动力，引导学
生自主学习和探索，就需要实现社区功
能从单一的学生管理向教育、管理、服
务、指导等多功能发展。”文法学院副院
长朱笑冰说道。

学生在哪里，党建和思政工作就延
伸到哪里。为此，学校把教室、宿舍、实
验室、活动室、大学生活动中心等学生活
动的一线场景纳入“一站式”学生社区建
设体系，辅导员、任课教师入驻宿舍楼，
让教学服务主动走进学生，及时反馈学

生需求。在学习生活空间内，布置长江
学子、自强之星、优秀校友等展板，给学
生带来榜样的力量，不断提升学生主动
性。用心、用情、用爱助力学生成长，打
造集思想教育、师生交流、文化活动、生
活服务于一体的教育生活社区。

该校法学专业教师施萌是武汉东湖
学院本科生，博士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
在企业工作多年后回到母校任教。入驻
学生宿舍后，他不仅答疑专业课，学生们
有考学、职业选择上的困惑，也会请教
他，“我比学生们大不了多少，我考学的
经历如果能激励他们努力奋斗，找到自
己的成长天空，是非常好的事！”

校园支持触手可及

要让“一站式”学生社区真正发挥育
人作用，除了激发学生的内驱力，更要在
学生们需要时，提供触手可及的支持。

文法学院辅导员们将办公室直接搬
进学生宿舍楼，还设置了7间住宿值班
室，与学生同吃、同住、同生活。辅导员
范增亮介绍，学生有困难第一时间能找
到辅导员，辅导员有事联络学生，学生回
宿舍“顺道”就能搞定，在加深师生连结
的同时，也提升了师生间的沟通效率。

该校机电工程学院团委书记吴俊坦
言，在“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之前，实训设
备周末一般不会对学生开放，申请流程也
比较复杂，纳入“一站式”学生社区后，实训
设备使用流程简便了许多，“学生们遇到专
业上的困惑，老师们都会第一时间进行答
疑，学生们动手实践的机会也更多了。”

得益于触手可及的实训条件和学长
学姐的“传帮带”，工业机器人专业大二学
生朱雅鑫和周子惠将自己对智能家居的
畅想制作成实物，已经参加了数学建模、
创新创业等比赛，并获得奖项。大四学生
毛文韬善于交际，大三时尝试创业，在大
学生活动中心二楼，摆放了电商业务需要
使用的电脑设备，同时还开办了摄影摄像
业务，有专门场所用于生意洽谈，年营收
达百万元。毛文韬说：“校园环境便利，遇
到困难时老师们会和我一起想办法，公司
的发展离不开学校的持续支持！”

学生在哪里
党建和思政工作就在哪里

——武汉东湖学院“一站式”学生社区激发内驱力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歆 通讯员 张丽 寇超

“‘双百’启动半年来，我深切感受
到自己和团队的专业实践能力大大提
升。与合作企业交流紧密，针对企业
的具体需求，在商业空间优化改造、展
览策划等方面提供专业服务，充实又
忙碌。”11月25日，湖北美术学院雕塑
与公共艺术学院副教授谢荪介绍，今
年双方筹划共建的公共艺术专业实习
实训基地，目前进展顺利。

谢荪是湖美实施的“百名教授进
百企”三年行动计划首批签约教师之
一。今年4月，学校正式启动该计
划，在三年时间内遴选100名教授、
专家深入企事业单位一线，推动校企
融合和成果转化。

首 批 教 师

精准对接企事业单位

经个人申报、学校遴选，“双百”
行动计划首批确定48名教师对接48
家企事业单位。教师来自多个院系，
企业不乏业内头部企业。半年过去
了，“双百”行动计划成效如何？

据了解，目前已有三十余名教师
依托所在院系与企事业单位签署“百
名教授进百企”框架协议或项目合作
备忘录。

“我们从2018年就和武汉M+商
业中心合作，举办了十余场专业教学
成果展、主题性公共艺术驻地创作、
国际课程交流与成果展示等活动，截
至目前，吸引了几万名现场群众热情
参与，反响热烈。”谢荪说，正是因为
前期有着良好的合作与交流，校企融
合今年以来更加深入。这种合作是
优势互补，不仅将公共艺术“第二课
堂”外移到校外实践基地，充分发挥
其公共性、参与性、在地性特征，同时
也将学校的教育、研究和创作成果与
城市商业公共空间深度嫁接，提升文
化艺术内涵，吸引公众参与。

武汉M+商业中心对这样的校企
合作很认可。“谢老师团队以企业需求
为导向，设身处地为企业发展提供专
业指导，期待着未来更紧密的合作。”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孙宇博士
团队与启迪汇智科技发展（武汉）有
限公司共同开展了国家网络安全基
地孵化器园区的公共空间艺术设计
项目，方案转化之后将服务整个园
区。孙宇介绍：“通过‘双百’合作，我
们双方有了较深的了解，这一项目力
求在国家网络安全基地建设中彰显
公共空间艺术设计的功能，努力打造
一流的国家网络安全人才基地。”

时尚艺术学院张国栋副教授指
导湖北泓宜豪服饰有限公司开辟线
上商城（海外版）建设，有望为公司带
来1000万元以上的经济收益。

视觉艺术设计学院陈辉教师团
队携手武汉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开展武汉长江灯光秀图像视觉设计
研究项目，用光电点亮长江两岸，为
城市增添一道全新的艺术风景线。

服 务 社 会

描绘不一样的蓝图

服务数字经济，推动创新发展；
助力城市品质，设计让生活更美好。
湖美的教师们在城市里贡献着智慧，
也走出武汉，为乡村振兴出谋划策。

在文旅融合实践中，绘画学院吴
穷博士团队联合省文物事业发展中

心，实施文旅产品设计项目深度合
作，团队以5个博物馆51件文物为对
象制作87组插画，应用涵盖服饰、餐
具、文具、玩具等10个品类约110件
文创作品，其中67件文创作品设计
方案通过评审，纳入省文物事业发展
中心文创设计库，13套方案投入生
产。这些作品充满荆风楚韵，成为讲
好湖北文化故事的优秀“代言人”。

在服务乡村振兴中，工业设计学
院陈镇教师团队走进恩施州，采取

“文旅企业+大中小学+研学基地+农
户民宿”发展模式，带动周边村民致
富，实现西兰卡普非物质文化遗产可
持续发展。团队已开发设计文创产
品5套，相关设计方案已投产落地，
共建基地接待全国大中小学生研学
3000余人，打通了“产学研用”链条，
按下了成果转化“加速器”。

推 行 美 育

贡献湖美智慧

蔡元培先生曾在湖美挥毫写下
“推行美育”，学校也在持续推行美育
工作中输出湖美方案。

在十堰市群众艺术馆，很多人都
知道湖北美术学院有一位钟鸣教授，他
为十堰美术专业从业人员多次讲授创

作课，现场示范与指导，好评不断；艺术
教育学院副教授段岩联合星光耀智诚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策划组织40多场
线下线上展览，300多位艺术家参与，
持续为多个社区提供20余场美育宣传
和公益宣教，撒下美育星星之火。

手工艺学院博士周斌与武汉育
美陶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在武
汉市江岸区育才美术高中等学校举
办系列美育工作坊，为江岸区44所
学校百余位一线美术教师教授陶艺，
收获一众粉丝。

湖北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周峰介绍，“双百”行动计划是湖美人
才的试金石，真正做到了对教师的千
锤百炼；也是服务企业的孵化器，推
动学校优质资源与本土企事业单位
人才共育、资源共享、产业共促；更是
展示湖美高质量发展成果的大舞台，
通过有组织的社会服务，实现了学研
并举、产业孵化。

湖北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鲍清芬
表示，立足于荆楚实际的“双百”行动
计划，坚持需求导向，支撑湖北战略，
新建了一批产学研联盟，实施了一批
文化艺术攻关项目，转化了一批优秀
成果，应该说实现了校地共赢，在加
快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
中贡献了湖美力量。

湖北美术学院实施“双百”三年行动

教授进百企 新岗绘新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方琳 通讯员 辛宇

湖美手工艺学院博士周斌为江岸区44所小
学一线美术教师教授陶艺课程。（受访单位供图）

陈镇教师团队设计的文创产品。（受访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