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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观察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方琳 通讯员 陈凌

“唐院长，我学习您文章后有一些疑
问，想当面来请教。”“行，我这会正好有空，
你可以过来！”在湖北工业大学生命科学与
健康工程学院（以下简称“生命学院”）院长
唐景峰教授的手机上，经常出现类似对
话。前不久，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采访时正
好碰上大一学生简金盈向唐景峰请教完，
开心地离开。唐景峰说，不仅是他，学院老
师都会抽空为学生解惑，这是培养人才最
基本的一环。

虽说2024年初才更名，生命学院其实
已有46年办学历史。近年来，学院在学科
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领域屡放光彩，引
发业内关注。

人才培养不能只在课堂上

建设高水平科研共享平台，重视学生实
践创新能力培养，提供充分的教育、科研、创
业资源，多措并举之下，学院学科竞赛迎来
历史性突破：斩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
总决赛金奖，“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揭榜挂帅”专项赛全国一等
奖，在国际遗传工程大赛中与包括剑桥大
学、哈佛大学在内的世界名校学生同场竞
技，蝉联金奖，并获最佳基础元件奖。

“培养不出高质量人才，作为老师就是
失败。”唐景峰说，学院更名，就是为更好服
务大健康国家战略需求，促进生命健康相关
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
才，建设地方一流学术型学院。学院的5个
本科专业均与大健康密切相关，生命科学拔
尖人才试验班去年首次单独招生，本硕博贯
通培养。

他介绍，“人才培养要多方使劲，不能只
在纸上学习，我们开设了院士课堂、高端课
程等，尽早让学生进实验室，参与科研项
目。”学院国家级“细胞调控与分子药物学科
创新引智基地”汇聚了一批学术大师及学科
领军人物，不少本科学生有幸得到中外专家
联合指导。毕业生方婉燚大一加入王军教
授团队，在王军和美国Reza教授指导下，大
三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并入选ESI高被
引，大四前往阿尔伯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该学院周梦舟教授曾多次主动帮忙联系导
师，协助学生进一步深造。

学院连续两次获批国家留学基金委创
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已陆续派出
8批次 35名学生赴海外高水平大学学习
深造。目前拥有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
个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和1个专业博士学
位授权点，覆盖了本、硕、学博、专博、博后
全方面培养。本科生深造率稳定在 60%
左右。

筑起各级人才“蓄水池”

优秀的师资才能成就一流的学生。
学院一度深受人才流失之痛。2023

年，在学校支持下，学院启动人才队伍
“1—2—3”行动，即“人才强院”发展战略，
“聚焦一流”“精准培育”两条主线，“政策支
持”“平台支撑”“环境营造”三方面措施。两
年时间，实现国家级人才从0到6的突破，高

质量科研成果喷薄涌现。
不久前，学院潘军华教授在《Cell》在线

发表重磅论文，揭示了病毒DNA聚合酶结
构动态影响抗病毒药物耐药机制。这也是
湖工大首次在《Cell》上发表研究成果。潘
军华是结构生物学、生物化学和病毒学专
家，2023年被学校和生命学院的诚意与努
力打动，选择加盟湖工大。

刘滨磊教授从英国回国后入职湖工大，
带领团队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I
类创新药物—抗肿瘤OH2注射液，即将完
成III期临床研究，并获批在美国开展临床
试验。

学院坚持引育并举，构建人才集聚强
磁场和蓄水池，形成良好的人才梯度和学
术生态环境。37岁的周策凡是湖工大“本
土培养”的教授。2016年以来，一直跟随
唐景峰进行“癌中之王”胰腺癌的靶向药
物研究。“刚来时团队就三位老师，但大家
有目标，有热血，愿意为了科研去奋斗，现

在有八位老师，研究生四五十人。”团队还
申请到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筛选
出两条药物短肽，在国际期刊发表多项科
研成果。

目前，学院基本形成一支以国家级人才
为领军、省级人才为骨干、青年人才为基础
的高水平人才队伍，储备了一批具备冲击国
家级人才潜力的青年学者，涌现出汪洋、陈
雄等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2024年9月荣
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服务地方产业不遗余力

“年前生产了一批，质量全部合格。年
后再连续生产三批，做工艺验证。”苏江涛教
授介绍，团队正在为从事外用药品生产的高
新技术企业——湖北康正药业研发新产
品。他们还和武汉中博绿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成立校企联合实验室，4年内开发上市
4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助推企业步
入发展快车道。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湖北生命健康产
业布局，生命学院加大科研平台和团队建设
力度，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服务能力。

学院汪超团队攻克酿造调味品精准制
造关键技术，研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一种香菇菌黑蒜酱”，在7家企业开展成果
转化；邓中洋团队长期致力于葛仙米及产品
研发，在学校赋权改革“先转化后受益”政策
激励下，与蓝野生物科技公司在嘉鱼县创办
校企合作基地，与企业深度捆绑，助推湖北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柳志杰和湖北聚汇农
业开发公司合作五年，科研转化经费从最初
的4万，到40万，再到今年的500万，公司产
品品质提升，得到市场认可。

近五年，学院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各类纵向项目135项，
承担企业横向项目380余项。组织开展“院
士专家企业行”“博士服务团”“科技特派员”
等服务企业活动，转化科技成果60余项，为
企业创造经济效益100多亿元。

唐景峰表示，主动对接国家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对接湖北“51020”现代产业集
群，通过学科协同发展、人才支撑，持续为
大健康和现代农产品加工两大支柱产业做
好服务。

两年国家级人才从0到6
湖工大生命学院人才磁场动力十足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歆 通讯员 程毓

洁净钢冶炼用耐火材料关键技术与工
业应用、先进短流程高品质特殊钢制造关键
技术及其产业化、大跨度铁路桥梁钢成套技
术开发及应用……翻开《武汉科技大学科技
成果选编》，五十余项能够落地生金的科技
成果一一呈现。

像这样的册子，武汉科技大学每年制作
十几本，源源不断地进入湖北大大小小的企
业，成为纾解技术难题的秘籍。近两年，依
托科技特派员的推介、科研管理制度的创
新，武汉科技大学科技成果湖北就地转化率
提升30%。仅在2024年，该校在湖北转化
的科技成果超过600项，转化金额超过2.3
亿元。

货真价实换来真金白银

冶金产业是湖北省传统优势和支柱
产业，是“51020”现代产业集群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领
域。

《湖北省冶金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
（2023—2025年）》提出，到2025年，全省冶
金产业营业收入超5000亿元，力争全省钢
铁企业前4家产能占比超过80%，培育2家
营业收入过千亿元、8家过百亿元企业，
2025年底前，全省钢铁企业完成超低排放
改造。

武汉科技大学科技特派员官德华老师
是英语专业出身，此前在江苏省推广学校的
科技成果，由于工作业绩突出，近两年被调
回湖北，为湖北企业和学校牵线搭桥。

“我不是学理工科的，但学校是我强大
的后盾。”官老师笑着说，拿着科技成果册
子，他几乎走遍了湖北省各市州，武汉科技
大学学科特色突出，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市
场应用等环节相互衔接，特别是冶金行业，
各地的技术需求基本能在武汉科技大学找
到解决方案。

企业也反馈，武科大教授的科技成果货
真价实，性价比高。武汉科技大学科学技术
发展院院长夏绪辉介绍，企业投入研发资金
的目的是解决技术问题，投入真金白银见到
成效，校企合作才会持续。不少教授从几万
块的技术服务做起，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良
性互动，在实打实的市场回报中积累信任，
最终达成百万级的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成果转化管理费降至3%

“高校中不乏市场经验丰富的科研人

员，但做科技成果转化要花时间精力，以前
面临职称评聘、经费使用、教务教学等方
面的取舍难题，便会打起退堂鼓。”夏绪辉
坦言。

以职称评定为例，高校科技成果的认定
通常以纵向科技项目为主，看重在未知领域
和前沿课题的探索成果，有的老师服务企业
的横向项目多、金额高，在业内也有影响力，
但评职称时难以评上正教授，难免感到失
落。

“让擅长和企业打交道的老师有成长空
间，科技成果转化才能跑出加速度。”夏绪辉
感叹。

近年来，武汉科技大学创新科研管理机
制，将科技成果转化管理费从原来的15%逐
步降至3%，经费使用权下放到团队负责人；

修订《科研项目及成果分类分级认定方法》，
细化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考核标准，并将转化
成果与年度考核、职称评聘挂钩……一系列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激励，调动了老师们科技
成果转化的内生动力。

近五年，越来越多的老师愿意花精力跑
企业，主动转化科技成果，武汉科技大学横
向项目立项数量翻了一番。

一流学科建设助力科技成果转化

保持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增长，学科建
设是源动力。武汉科技大学围绕“一主（大
冶金）、两翼（大健康、大数据）、三新（新工
科、新医科、新文科）”学科发展布局，充分
发挥一流学科建设的牵引性作用，形成了

相互支撑、交叉融合、协同发展的学科生态
体系。

该校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副处长黄
奥介绍，武汉科技大学对接湖北“51020”现
代产业体系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瞄准一
流学科建设目标，抢抓机遇，高起点谋划，科
学编制建设规划方案，成立院士咨询委员
会、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组建材料学部；引
育大学者，建一流队伍；建设大平台，创一流
水平；培育大成果，争一流业绩。

武汉科技大学依托学科群，与湖北各
地、企业共建产学研基地、研发中心、概念验
证中心和中试基地等，开展有组织的科研攻
关，促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在湖北省属高
校一流学科建设首年度考核中，武汉科技大
学位列首位。

湖北日报讯（记者田佩雯、通讯员张璐、陶洁）日前，
武昌首义学院“首义文化研究中心”揭牌成立。该中心将
聚焦深入发掘首义文化所蕴藏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精神
内核，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首义精神与时代精神结合起
来，不断赋予首义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使之焕发新的活
力。华中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首义文化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马敏，武昌首义学院理事长金国华
共同为“首义文化研究中心”揭牌。

“首义”二字不仅是武汉城市形象的核心标识，也是
以“追求卓越，敢为人先”为内核的武汉城市精神的象征
符号。首义文化和首义精神是荆楚历史文化精神的延伸
和传承，其本质和根源在于中华民族勇于奉献、敢于牺牲
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入发掘首义文化的荆楚文化基因，
探寻首义文化与荆楚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内
在渊源关系，是深化首义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首义文化研究中心将以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为依
托，整合学校人文社科学科力量，打造富有特色的人文社
科研究基地，为国家和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武
昌首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金鑫表示，首义文化研究
中心在聚焦首义文化和首义精神研究的同时，还将把首
义文化融入“大思政课”的研究和实践，通过挖掘首义文
化和首义精神的思政元素，协力打造思政课特色品牌。

武昌首义学院校长李崇光表示，办学24年来，学校
坚持传承革命基因、名校基因，发扬“敢为人先”精神，紧
紧围绕国家和湖北发展战略，潜心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
才，以自身办学实践探索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之路。2023
年，学校顺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评估专
家建议学校加强首义文化研究、传承首义精神，形成首义
校园文化特色，首义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是学校开展此
项工作的良好开端。

据了解，该校注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
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2024年7
月，学校组建专家教师团队编写《首义文化概论》教材，拟
面向全校学生开设选修课程。首义文化中心揭牌仪式
上，马敏等专家对《首义文化概论》教材进行了审议，肯定
了该校研究首义文化的优势与意义，认为《首义文化概
论》教材有地方特色、有校本特点、有政治站位，史料丰
富、文字简洁。希望研究中心以此为基础，坚持导向性，
找准着力点，增强教育性和可读性，切实出成果、出经验，
立足武汉，辐射全省、全国。

武昌首义学院
“首义文化研究中心”揭牌

湖北日报讯（记者陈熹、通讯员李莎、高西）1月14
日，“高通量原子层级精度微纳米颗粒包覆装备”项目正
在江汉大学光电材料与技术学院实验室推进中，完成后
可有效解决固态电池关键问题。该项目于日前正式获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颠覆性技术创新重点专项，由江汉大
学牵头，联合柔电（武汉）科技有限公司、四川新能源汽车
创新中心共同申报，是江汉大学首次以牵头单位获批颠
覆性技术创新研发专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颠覆性技术创新重点专项”的目
标为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
健康找方向、找问题，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找方法、找答案，
开放式选拔、体系化培育战略价值突出、技术突破显著的
颠覆性技术，对主流技术进行跨越式革新或对“无人区”
进行开创性探索，催生新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入选该
专项的项目需要具有场景强、需求刚、路线特、产权独等
特点。

该项目负责人、江大光电学院特聘教授解明介绍，该
项目计划通过调控原子层沉积交替自限制半反应的反应
过程，解决颗粒表面难以纳米级精准包覆的技术难题，实
现对微纳米颗粒表面原子层厚度、过程可控、均匀、致密
包覆。通过基于空间多腔室“级进式”流化床的多相混合
技术和高效扩散传质技术，解决具有极高比表面积和易
团聚特性的微纳米颗粒团簇难以解团聚、充分接触反应
的技术难题，实现高通量、连续化、高效率包覆，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项目的实施可有效解决当前制约固态电池发展和
规模化应用的固固界面调控的关键问题，加速固态电池
在我国的产业化应用，为我国在下一代电池技术的全球
竞争中抢占先机提供重要支撑。此外，项目技术在金属
软磁材料、催化剂等领域的应用推广，能够带动原子及近
原子尺度制造技术的发展。”解明说。

江汉大学首次牵头国家颠覆性
技术创新重点专项项目

有望解决固态电池关键问题

项目负责人、江大光电学院特聘教授解
明（左二）与团队在实验室。 （受访者供图）

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率2年提升30%——

武汉科技大学货真价实换出真金白银

唐景峰教授（右二）指导学生做实验。（受访者供图）

武汉科技大学成立材料学部，推动一流学科建设。（武汉科技大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