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绍磊 化工系博士，在湖北卫汉
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实践，实践项目为

“石墨烯增强超强韧高分子保护涂层”

吉书仪 软件学院博士，在咸宁
高投公司实践，实践项目为“企业商业
模式、业务流程梳理和优化”

刘艺 建筑学院博士，在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实践，实践项目为“咸宁市
主城区城市公园体系构建专题研究”

韩富鹏 法学院博士，在咸安区浮
山办事处实践，实践项目为“机关干部
和工作人员的法律、社会学课程培训”

靳帅 人文学院博士，在市城发
集团实践，实践项目为“咸宁向阳湖文
化产业园项目总体规划编制”

夏朗 法学院博士，在市中级人民
法院实践，实践项目为“开展人民法院
法理、裁判方法等方面的培训及调研”

张甲哲 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
在市委组织部实践，实践项目为“党建
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路径探究”

吴金峰 建筑学院博士，在市自然
资源与规划局实践，实践项目为“咸宁市
全域国土综合整治规划、设计、实施指引”

杨云鹏 人文学院博士，在市城发
集团实践，实践项目为“咸宁向阳湖文
化产业园项目总体规划编制”

邓旭 核研院博士，在市发改委
实践，实践项目为“碳达峰碳中和背景
下咸宁低碳能源转型路径”

刘洲天 精仪系博士，在赤壁市
高质量发展研究院实践，实践项目为

“平板玻璃缺陷自动检测系统”

邢晨雨 人文学院博士，在市文
联实践，实践项目为“咸宁长歌文化
研究”

余博 工业工程学院博士，在市
疾控中心实践，实践项目为“心血管早
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数据分析”

核心阅读：高质量发展，是人才支撑、人才引领的

发展。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24名清华

大学博士研究生来到咸宁，开展社会实践和课题研

究。

2014年9月，我市同清华大学建立起校地合作关

系，签订了《共建研究生社会实践咸宁试点基地》协

议，双方在科技开发、人才培养等方面搭起了合作交

流的广阔平台。

今年，是我市与清华大学开展校地人才交流合作

的第8年。8年来，我市先后吸引了93名博士研究生

来咸开展社会实践，为实践单位解决相关技术难题百

余项，提出解决问题意见建议110余条，形成有参考价

值的调研报告和论证方案70余篇，我市获评清华大学

“全国十佳社会实践基地”“清华大学二星实践基地”

等荣誉称号。

8版
出版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朱哲

电话：0715－8128771专 刊2021年8月6日 星期五

E-mail:xnrbxwb@163.com

本报电话：采访中心8128123 视觉中心8128773 出版中心8128770 专刊中心8128771 新媒体中心8128787 广告中心8128108 遗失声明及公告刊登处8128778 咸宁新闻网8128155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422300011 湖北省邮政公司咸宁市分公司发行

校地合作助发展 互惠共赢谱新篇
——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来咸开展暑期社会实践侧记

曾智宇 工业工程学院博士，在市
疾控中心实践，实践项目为“心血管早
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数据分析”

陈丽 环境学院博士，在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实践，实践项目为“咸宁市全
域国土综合整治规划、设计、实施指引”

高一宁 法学院博士，在市人民检
察院实践，实践项目为“检察机关与监
察机关的办案衔接沟通机制问题研究”

张轩诚 软件学院博士，在市中
心医院实践，实践项目为“湖北省三级
医院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甘草 建筑学院博士，在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实践，实践项目为“咸宁
市主城区城市公园体系构建专题研究”

刘子赫 法学院博士，在市中级人
民法院实践，实践项目为“开展人民法院
法理、裁判方法等方面的培训及调研”

闫闯 土木系博士，在崇阳县住
建局实践，实践项目为“崇阳县中津洲
碱水圳升级改造工程建设”

杨昕磊 软件学院博士，在鄂南
高中实践，实践项目为“信息技术与学
校教育教学管理的深度融合”

刘金戈 机械系博士，在赤壁市
商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实践，实践项
目为“赤壁市再生资源利用”

李思奇 软件学院博士，在鄂南
高中实践，实践项目为“信息技术与学
校教育教学管理的深度融合”

平国楼 软件学院博士，在市经
信局实践，实践项目为“咸宁市电子信
息产业发展研究”

共建共享，拓宽人才“朋友圈”

6 月底，香城泉都迎来一批新的“老朋
友”——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

为何称他们为新的“老朋友”？因为自2014
年我市同清华大学建立人才交流合作关系以来，
每年暑假，都会有一批博士研究生，从清华大学
奔赴咸宁，在咸宁开展为期6周的社会实践。

今年，我市共迎来了24名清华大学博士研
究生，他们来自清华大学软件学院、建筑学院、法
学院等12个学院，涵盖了软件工程、城乡规划、
法学等18个不同专业，被分派至市人民检察院、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城发集团、咸安区浮山
办事处、崇阳县住建局等17家市县乡党政机关
和企事业单位。

据悉，为提升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专业知识
同我市发展需要的匹配度，社会实践前期，市委
人才办紧紧围绕建设特色产业增长极、转型发展
示范区和自然生态公园城市的发展定位，组织各
地各相关单位提出项目研究需求及博士生人才
需求，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结合自身专业、研究
方向和兴趣意愿等因素，自主选择实践项目，做
到人岗匹配、人事相宜。

“今年来我市开展社会实践的清华大学博士
共24名，是8年来人数最多、涵盖专业领域最广
的一年，这是各位博士们自己的选择，说明了我
市的人才吸引力越来越大，愿意来咸的青年才俊
越来越多，咸宁的人才‘朋友圈’进一步拓宽了。”
8月2日，市委人才办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近年来，我市立足发展实际，不断拓宽校地
合作领域，从社会实践、人才挂职锻炼全面延伸
至共建科研平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培养输送
干部人才等方面。去年11月份，清华大学乡村

振兴远程教学站落地崇阳，就是我市进一步深化
同清华大学校地合作的一个成果，也是我市充分
发挥高校丰富的人才资源和智力优势、助推乡村
振兴和高质量转型发展的一个缩影。

借才用智，助力高质量发展

“邓博士结合实地调研情况，撰写的报告《咸
宁市碳达峰碳中和路径研究》，对我市制定碳达
峰碳中和背景下低碳能源转型路径规划有很高
的参考价值。”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对来自清华
大学核研院的邓旭博士赞不绝口。

虽然只有短短的6周，但邓旭的课题研究做
得很扎实，撰写的报告，从咸宁实际出发，提出了
系列对策措施，并协助制定了咸宁低碳能源转型
发展路径。

24名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在咸实践期间，
凭借着深厚的理论功底、扎实的专业技能和严谨
的工作作风，对各自承接的项目提出了系列有价
值的意见建议，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受到了
实践单位的高度评价。

来自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吴金峰博士，也
是此次社会实践咸宁支队队长，他实地考察了
咸安向阳湖镇、嘉鱼官桥镇、通城大坪乡等基层
一线，完成了《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规划设计
指导意见》调研报告，得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干部职工的一致好评。

来自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邢晨雨博士，在市
文联以“咸宁长歌文化”为课题开展深入研究，系
统总结了我市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对长歌的采
集、整理、研究工作，撰写了综述报告，从文化内
涵和文化传播两个角度为咸宁更好地打造长歌
文化名片提出意见建议。

倾力倾情，当好金牌“店小二”

“咸宁是一个很热情的城市，很快就能融入
其中，不需要适应期，来到咸宁，就像回到了家乡
一样，都舍不得走了。”归期在即，来自清华大学
软件学院、在市中心医院实践的张轩诚博士说。

“咸宁环境好、空气优、人友善，蓝天碧水惹
人醉，以后有机会还要回咸宁看一看、走一走。”
来自清华大学法学院、在浮山办事处实践的韩富
鹏博士说。

短短6周，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们何以对咸
宁恋恋不舍？这和我市倾力倾情，当好金牌“店
小二”分不开。

博士们在咸实践期间，各接收单位实行“一对
一”贴心服务，指定专人为来咸博士申请“人才公
寓”、申领“实习补贴”，并全程协助博士开展社会
实践活动。市委人才办对博士们实行“周记管
理”，及时掌握项目进展情况和博士们遇到的困
难，为清华大学博士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同时，为让各位博士深入了解咸宁，市委人
才办立足我市丰富的红色资源，结合建党100周
年开展了主题教育活动，先后组织博士们前往鄂
南烈士陵园缅怀先烈、重温入党誓词，参观考察
了北伐汀泗桥战役纪念馆、131军事工程、萝卜
小镇等地，让大家见证了咸宁文旅融合的大发
展，感受了乡村振兴建设的新风貌。

“我们来咸宁，一方面是学长学姐的大力推
荐，另一方面是对这片土地充满了好奇。来了之
后，深刻体会到：来到咸宁，不负此行；万国咸宁，
不虚此名。”博士研究生们纷纷表示，回去以后将
用心当好宣传大使、友谊大使，让更多人了解咸
宁这座美丽的城市，推荐更多的清华学子来咸实
践锻炼、就业创业。 （通讯员 杨昌 徐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