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教育 2023年6月8日 星期四
版面编辑：刘珊珊 视觉编辑：刘欣瑜

2023年河北省大学生
劳动技能竞赛举行

全国职业本科教育研究会成立

燕山大学荣获“国创计划”
十五周年优秀组织奖

2023 年驻石高校校园巡回招聘
活动河北地质大学专场双选会举行

第二届燕赵针经论坛
在河北中医学院举行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北控
水 务 现 代 产 业 学 院 成 立

知行合一，构建大思政育人体系
——河北高校思政育人新探索③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成长加油站

思政课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关键课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
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
合起来。”

如何善用“大思政课”，让大学生真正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实现真学、真懂、真
信、真用？2019年以来，河北农业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成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教学研究中心，以“价值引领、现实行动、
服务奉献”理念，开展“思专创”融合育人
实践教学创新，把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
双创教育深度融合，组建“思政教师+专
业教师+双创教师”社会实践指导教师团
队，构建大思政育人体系，切实提升育人
实效。

■搭建“思专创”融合实践
教学平台

“请大家预习数智农机一站式服务平
台这个视频，课上将针对视频内容进行分
组讨论……”5 月 16 日，河北农业大学信
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面向对象的系统分析
与设计》任课老师张璠，通过“思专创”融
合实践教学平台给大学三年级计算机专
业的学生布置了预习内容。

“思专创”融合实践教学平台是河北
农业大学思政课教师、专业教师、双创教
师共同研发的面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PC等多平台终端的实践教学平台。该平
台搭建了“思专创”融合实践的课外预习
与课堂教学间的桥梁，通过理论学习、项
目实践、优秀案例、交流互动等四大核心
功能模块，将课前、课上、课后的每一个环
节都赋予全新的体验。

“该平台打破了学科之间的界限，为

教学提供了一个资源聚合平台。”张璠老
师介绍，以《面向对象的系统分析与设计》
这门课为例，该课程主要讲述软件分析、
设计、实现的过程，通过这个平台可以结
合一些具体的案例，比如智慧农业管理平
台开发的过程，既能让学生学到软件设计
的过程等理论知识，也能培养学生知农、
兴农、爱农的品质，还能让他们学到案例
中一些具体的创新创业思维。

“这个平台资源丰富，有理论知识，也
有学长们以前创新创业的案例，为我们创
新创业提供思路和启示。”该校计算机专
业大三学生任静说。

平台开发者、河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实践教学指导中心主任周燕介绍，
今年春季学期，该平台开始在三个专业
400 名学生中试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将根据实际需求将平台按
文科和理工科进行分类，让学生们应用起
来更有针对性。”

■打造“协同式”思政实践育
人共同体

“呀，这个场景这么逼真……”日前，
河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设施农业科学与
工程专业大三学生张仁溢和同学们在上

“思专创”融合虚拟仿真实验课程时，不由
地感慨。

在河北农业大学，“思专创”融合虚拟
仿真实验课程是将专业课和思政课程以
及创新创业课程融合到一起，由两位老师
同时授课的“大课”。在《无土栽培学》虚
拟仿真实验课上，专业老师吴晓蕾讲述无
土栽培学技术，既是思政教师又是双创教
师的周燕则讲述脱贫攻坚精神和创新精

神，利用 VR 虚拟仿真技术，让同学们身
临其境学习。

“农业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核心就
在于知农爱农情怀的培养与传递。”周燕
表示，他们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育、
科研训练、产业服务与创新创业教育深
度融合，引导学生在创新创业实践中涵
养家国情怀，在艰苦奋斗中锤炼意志
品质。

在河北农业大学，除园艺学院外，马
克思主义学院协同计算机学院、机电学
院、城建学院、食品学院、人文学院等多个
学院开设“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和优质课
程的建设。

此外，为给“协同式”思政实践育人打
下基础，该校思政课教师与双创中心教师
面向大一新生共同创建了《精益—大学生
创新创业》线上课程，以精益理念培养、思
创教育融合、课赛实践融合、前沿思维引
领四大理念为着力点，将精益精神、企业
家精神与创新创业的知识体系有效融合
的同时，还融入了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创
业竞赛、时代前沿问题等元素，开启了思
创融合的教学实践。

据介绍，截至目前，该课程累计选课
12178人次，互动124066人次。

■推动“合唱式”思政实践育
人联动

5月15日，在河北农业大学传统村落
保护实验室，城乡建设学院城乡规划专业
大学三年级的马思雨和三位同学正在对
河北省一些红色文化资源数据进行筛选
和归类。

马思雨参与的是该校获批的省社会

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河北省红色遗址资
源时空分布的动态可视化研究”中的一
个项目。

“目前是对红色资源的数据进行处
理，去年暑假我还参与了河北省红色遗址
资源的田野调查。”马思雨介绍。

通过田野调查，马思雨发现她的家乡
赞皇县中马峪村有多处红色遗址资源，

“通过社会实践，我不但重新认识了自己
的家乡，思想也受到了洗礼。”

“思政育人不是简单的说教，重在
体验和参与。”该项目负责人、河北农业
大学城乡建设学院讲师王崇宇说，目前
一共有 7 个专业 57 名学生参与这个课
题，通过社会实践达到了润物无声的教
学效果。

为扎实推进思政实践协同育人，河
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实践课
立足培养知农爱农、强农兴农的新型人
才目标，整合校外社会实践资源，建设三
大类社会实践教学基地，即感悟乡村振
兴认知实践基地、传承红色基因体验实
践基地、放飞青春梦想服务实践基地，把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融入思政社会实践，
建设成为融党史教育、国情思政、双创实
践、乡村振兴、红色筑梦的社会实践金
课。2019 年至 2022 年有近 3000 支大学
生实践团队深入基层，思政课教师指导
学生创新实践项目获得国家级和省级各
类奖项74项。

“通过打造‘协同式’思政育人共同
体强化学科交叉融合，打造‘思专创’融
合育人课程建设样板，实现了以思政元
素感染学生、创新成果启发学生、社会
服务激励学生的育德、育人效果。”周燕
介绍。

河北日报讯（记者崔丛丛）日前，
2023 年河北省大学生劳动技能竞
赛顺利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90个
参赛队450余名师生参加比赛。

本次竞赛设置本科组和高职专
科组2个组别，本科组决赛在河北工
程大学举行，有 43 个参赛队 129 名
选手参赛；高职专科组决赛在河北
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有 47
个参赛队141名选手参赛。竞赛项

目包含技能类、烹饪类、生活类。
据介绍，本次劳动技能竞赛突

出“以劳树德、以劳强智、以劳强
体、以劳育美”的劳动实践主旨，引
导同学们在“做中学”“学中做”，激
发大家参与劳动的主动性、积极性
和创造性，并通过创新竞赛形式，
为同学们提供一个更有趣、更广
阔的展示自我的平台，促进劳动
精神的培育和劳动习惯的养成。

河北日报讯（记者崔丛丛）6月
3 日，全国职业本科教育研究会成
立大会暨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研讨
会 在 河 北 工 业 职 业 技 术 大 学
举行。

全国职业本科教育研究会的成
立是发挥职业本科牵引作用，引领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研究会将发挥平台作用，开展职业
本科教育院校管理模式、人才培养
模式、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校企合
作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推动职业
本科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和整体办学
水平全面提升。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华）日前，在
2022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
年会上，燕山大学荣获国家级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简称“国创计
划”）十五周年优秀组织奖，该校信息
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赵逢达荣获最
佳导师奖。

“国创计划”优秀组织奖每五年
评选一次，由教育部高教司负责实
施。本次共评选优秀组织奖51个，

燕山大学是河北省唯一入选高校。
燕山大学是全国首批入选教

育部“国创计划”项目的高校之一，
也是河北省最早实施“国创计划”
的高校。经过多年发展，该校建立
了国家—省—校三级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实施体系。截至目前，该
校共立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 6696 项，累计参与学生 33000
余人。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华）日前，
由河北地质大学、石家庄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主办的“职引
未来—2023 年大中城市联合招聘
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暨 2023
年驻石高校校园巡回招聘活动河
北地质大学专场”双选会在河北地
质大学举行。

本次双选会采用现场招聘和线

上招聘“并线运行”模式，河北地质
大学和石家庄市人才开发交流中心
充分调动双方资源，在现场设立“一
站式”服务点。双选会共吸引了来
自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西等地
253 家用人单位参加，提供优质就
业岗位近万个，基本涵盖了该校 66
个本科专业和34个研究生专业，现
场达成就业意向2200余人次。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华）6 月 2
日至 3 日，第二届燕赵针经论坛暨
河北省针灸学会燕赵针灸流派专业
委员会 2023 年学术年会在河北中
医学院举行。

该活动由河北中医学院、河北
省针灸学会主办，会议特别邀请多
位专家分享了针刺疗法在心脑血
管病、膝骨关节炎等常见疾病的研
究成果，展示了燕赵针灸学术研究
的最新研究进展，并就报告内容与

现场参会人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互动。

“燕赵针经论坛”是在河北中医
学院燕赵医学研究院指导下，由河
北中医学院针灸推拿学院和窦汉卿
学术思想研究院承办的学术交流平
台，去年8月在邢台内丘举行了“首
届燕赵针经论坛”。本次论坛旨在
充分发挥国内知名专家对燕赵针灸
学术研究的指导作用，促进我省燕
赵针灸学术传承创新发展。

河北日报讯（记者崔丛丛）日
前，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北控
水务现代产业学院成立。

据介绍，双方将通过委托培
养、订单培养、学徒制培养等形式
开展定制化培养。通过申报行业
产教融合共同体，开展专业课程

和教材开发研讨会，进行创新创
业项目参赛辅导，联合举办并参
加全国大学生生态环境类职业技
能大赛等活动，挖掘和培育生态
环境领域创新科技成果及优秀创
业人才，推动产教融合协同创新
发展。

大学阶段是一个人成长与知识储备
的关键时期。心理健康作为一切行动的
基础要素，对大学生学习和生活至关重
要。日前，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2022 年大学
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当代大
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总体良好，但仍有
21.48% 的 大 学 生 可 能 存 在 抑 郁 风 险 ，
45.28%的大学生可能存在焦虑风险。大
学生的“心事”有哪些，如何呵护他们的心
理健康？

难言“心事”有哪些

跑步怕累，背单词怕忘，考研又觉得
太难，干什么都提不起劲，躺在床上什么
都不做更焦虑……这是大三女孩吴雨最
近的情绪变化。5月25日，她来到学校心
理咨询室寻求帮助。

“近期至少遇到了三四位同学有类似
的情况，学习没有动力，生活没有追求，也

没有感兴趣的事情。”河北师范大学教育
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袁立壮认为，这种

“空心病”，空的是无法把自己的期盼和具
体的行动联系起来，简单说就是缺乏为梦
想努力的那个行动。

不同的时间节点上，诱发心理问题的
因素也不一样。

“大一新生常面临的是，如何更好适
应新的环境。从高中进入大学，生活环
境、学习环境都有非常大的变化，社会活
动越来越多，人际关系也比以前更加复
杂。”袁立壮介绍，这些变化对大学生的心
理造成一定的冲击，容易使大学生感到迷
惑和无所适从，如果调整不好心态，就会
影响正常的学习、交往，并且出现心理
问题。

大二学生常见的是人际关系问题。
大学生的人际关系主要包括同学关系、室
友关系及恋爱关系等。“面对新同学、新朋
友，不知道怎么相处，无法适应集体生活，
还有的学生因为性格原因遭遇排斥，容易
产生苦闷、烦躁、愤怒等心理问题。”

大三大四学生常见的是学业以及就
业压力问题。袁立壮分析，目前就业形势

严峻，使得大学生在上学期间不得不给自
己加上各种考级、考证和考研的任务。“繁
重的学习任务，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大学
生身心健康的发展，容易让人产生忧虑、
焦虑、自卑等心理问题。”

给予心灵更多关怀

“心理健康问题，如果只是靠外界因
素给予关注，而大学生本身不去重视，那
无疑是隔靴搔痒。”袁立壮建议，大学生本
身要对自身的心理健康问题给予足够的
重视。

如何正确判断自己是心情不好，还是
有心理疾病？

袁立壮介绍，生活中大多情绪问题
可以“自愈”，但如果遇到自己无法排解
的情绪问题时，便需要主动寻求帮助。

比如说遭遇了某一个负性事件以后，
有 1 个月甚至 3 个月的时间都沉浸在负
性情绪中难以脱身，这可能属于“心理问
题”的阶段，可以寻求专业心理咨询的帮
助；如果这种负性情绪超过了3个月并且
依然影响正常生活与人际交往，那么可

能已经发展到“心理障碍”层面，就需要
到精神科寻求心理治疗的帮助。

据了解，我省各高校也在积极做好
心理健康的普及教育，帮助学生正确认
识常见的心理现象，增加学生积极求助
的意愿。不少高校开设了《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必修课，设有心理咨询室、配
备有心理咨询师等，并经常组织开展心
理知识竞赛、手语操大赛等心理健康相
关活动。

“但也有不少同学害怕面对心理问
题，对心理咨询心怀排斥，高校应采取
更加积极丰富的咨询辅导，引导学生放
下戒备，大胆地迈进心理咨询室，倾诉
情 感 方 面 的 种 种 遭 遇 与 困 惑 。”袁 立
壮说。

袁立壮还特别提到，要充分发挥同
龄人之间相互帮助的作用。大家的生活
圈子相似，更容易理解彼此的想法，消除
当事人的紧张感，帮助其在交流分享中
缓解心理压力，从而解决心理问题。

除此之外，家庭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
发展同样有着重要作用，家长应及时了解
孩子的情况，给予其心理和情感更多
支持。

“心理健康是个动态过程，是每个人
一生都需要关注的话题。”袁立壮建议，
社会也要创造一个包容接纳的环境，让
更 多 的 组 织 和 个 人 来 关 注 人 的 心 灵
成长。

百亩金波腾细浪，微风拂动麦花
香。唐山曜丰农业科技公司的家庭农
场里，小麦丰收在即。

“今年的收成应该不错。”公司负责
人姚卫强喜上眉梢，“这可多亏了华北理
工大学孙晓然教授的土壤改良团队，3年
前这里还是一片靠天吃饭的盐碱地。”

其实，孙晓然搞盐碱地土壤治理是
半路出家。

孙晓然之前一直从事天然高分子
改 性 与 功 能 材 料 设 计 合 成 与 应 用 ，
2005 年开始专注腐植酸基化学品研究
开发。研究中，她注意到“有机质—微
生物—腐殖质—腐植酸—微生物”贯
穿于土壤“生命”之中，而腐植酸在土
壤形成过程中起到“生命核”作用，主
导着土壤生态系统的物质交换和能量
转化。

腐植酸这一特质，能否在土地改良
上加以应用？

2012 年开始，孙晓然带领科研团

队，以改性腐植酸为基本组分对盐碱地
这一“土壤癌症”进行改良攻关，实现了
从化学高分子研究到农业盐碱地土壤
治理的“跨界”科研，开辟出了盐碱地土
壤改良的“新天地”。

“盐碱地土壤改良的研究，进一步
开阔了我们的科研思路。”孙晓然表示。

然而，从工科到农科的“跨界”，并
不那么容易。

“高分子研究主要是在实验室，而
土壤改良需要到田间地头。”孙晓然说，
最难的是中试阶段。由于没有资金支
持，也没有成功的案例，很多农民或者
农场都不敢与他们合作。

正当她一筹莫展之际，向来关注盐
碱地土壤改良的姚卫强抛出了“橄榄
枝”。姚卫强的农场成了孙晓然科研团
队的试验田。

“为了这份信任，咱也要把这个研
究搞好。”为了研发精准的改良技术，一
个植物品种要在相同的环境下试验十

几种甚至二十种土壤改良剂配方。“第
一年我们试验过的土壤改良剂配方就
达到了 108 种，确定最佳土壤改良剂配
方以后再在土地上进行规模化试种。”
孙晓然说。

最初用来试验的上百公斤土壤改
良剂完全靠人工制备。孙晓然和团队
成员一块试验田一块试验田去试验，对
改良剂一袋一袋地去称量、处置、混合、
老化、检测、再称量、再装袋。

“基本上每天早上六点就起床，观
察植株的长势，测量株高、发芽率等数
据，每隔几天测量土壤理化指标。”当时
在农场实习的该校 2019 级环境工程专
业学生史庚鑫回忆说。

经过不断摸索，孙晓然的土壤改良
团队积攒了大量一手的研究数据和资
料，形成了盐碱地特色花生、盐碱地特
色萝卜、盐碱地特色西红柿、盐碱地特
色小麦、盐碱地特色玉米等一系列“盐
碱地+”成套技术，探索出了科学高效

的原位精准盐碱地改良与高品质种植
的技术模式。

“和传统盐碱地改良技术相比，这
种改良技术具有当年改良当年见效且
成本低的优点。”孙晓然介绍，该技术以
原位抑制盐碱、激发盐碱土壤原生活
力、适应作物广泛且品质高为出发点，
将实现盐碱地资源化、绿色化、生态化
高效利用。

随着改良技术的应用，土壤改良团
队和农场的合作规模也不断扩大，从最
初的二三十亩到现在的四五百亩。

“盐碱地上本来不长花生，但我们
改良的盐碱地种植的水果花生亩产达
850 斤，比正常土地的产量还高。”姚卫
强说，现在他年收入比以前增加了 30
多万元。

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给老百姓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孙晓然高兴得不
得了：“农业研究确实辛苦，但它获得的
这种快乐也是其他研究所没有的。”

“我们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发挥科技创新的
关键作用，加大盐碱地改造提升力度。”
谈及未来，孙晓然深感责任重大，“我们
将进一步探索洪积盐渍土、沼泽盐渍
土、草甸盐渍土等内陆盐碱地的改良技
术，以及基于本技术的盐碱地特色作物
种植新模式，实现盐碱地农业综合利用
创新。”

大学生“心事”如何解
河北日报记者 桑 珊

华北理工大学孙晓然教授从高分子研究转向盐碱地土壤治理

“跨界”科研的苦与乐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6月3日，河北科技大学在牧星湖畔举行第二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动
态展。来自该校大学生艺术团及各学院的近3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展
示项目，让师生们近距离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图为学生展示皮影。

河北科技大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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