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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大学 

一、案例主题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作为以沿黄省区省会城市

命名的高校，济南大学抢抓历史机遇，立足大学职能和根本任务，

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拓展发展新空间，以党的建设为引领，以

体制机制创新、学科专业结构优化为支撑，在人才引育、科技创

新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积极融入服务黄河战略大局。 

二、背景与起因 

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保障黄河长治久安、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黄河

流域高质量发展、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

的幸福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重大国家战略进

行部署。2021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济南主持召开深入推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特别强调，要咬定目标、

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久久为功，确保“十四五”时期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为黄河永远造福中华民族

而不懈奋斗。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站在实现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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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千秋大计的高度，描绘了新时代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的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为高校主动融入黄河国家战

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以沿黄省区省会城市

命名的高校，济南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视察山东重要指示要

求，锚定“走在前列、全面开创”“三个走在前”总遵循、总定

位、总航标，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

担当，扛起高校服务黄河国家战略的时代使命与责任。 

三、做法与经过 

（一）释放党的建设政治动能，引领学校高质量书写服务黄

河战略新篇章。 

学校按照“从党建中看业务，在业务中抓党建”的思路，把

党建贯彻到服务黄河战略各领域、各环节。一是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以完善的顶层设计引领服务黄河战略各项工作。2022 年 9

月，济南大学第四次党代会提出了“一二三”发展思路和“四五

六”战略部署，聚焦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凝

聚校内外资源打造高水平新型智库、与区域龙头企业和产业链条

关键企业建设一批开放式的校企协同创新平台和成果孵化基地

采取了系列有力务实举措。二是强化政治建设，以党的组织优势

统领服务黄河战略各项工作。引领全校各部门、各单位在政治上、

思想上、业务上紧盯黄河战略，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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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抢抓黄河战略机遇，共同讲

好黄河故事，奏响“黄河大合唱”。三是坚持科学决策，以党的

理论优势指导服务黄河战略各项工作。自觉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

史经验指导工作，紧盯服务黄河战略的重大项目、重要创新、重

点岗位，实现工作开展到哪里、党的建设就推进到哪里、党的先

进理论就武装到哪里，推动党建和服务黄河战略各项工作同开展、

双促进、双提升。四是扛牢历史责任，以党的作风优势推动服务

黄河战略各项工作。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全校干部

职工紧紧锚定“走在前、开新局”的目标定位，发扬“严真细实

快”工作作风，赋能服务黄河战略各项工作高质量开展。 

（二）创新体制机制建设、调优学科专业布局，支撑学校全

面服务黄河战略大局。 

一是创新体制机制建设，夯实制度支撑。制定《服务济南强

省会战略行动计划》《深化服务济南行动计划》《济南市－济南

大学融合发展规划》等举措，出台《关于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助

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关于深化产教融合提升服务企业

水平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着力破解政府、高校、企业之间的体

制障碍，探索政产学研合作发展新路径，以机制创新为突破，激

发人才、技术、企业等创新要素的活力，贯通融合教育链、人才

链、创新链和产业链，为服务黄河战略夯实了制度支撑。 

二是调优学科专业布局，完善结构支撑。构建支撑黄河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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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特色学科群。以申报省一流学科建设“811”计划为契机，

基于学校“1+3+4”学科建设布局，凝练和培育特色学科方向。

设置“揭榜制”学科重大课题，鼓励学科交叉，提高学科服务沿

黄区域高质量发展能力，“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弥河流域水资源协

调高效利用技术研究”等一批课题取得良好服务成效。优化支撑

黄河战略的招生专业结构。深入推进本科专业动态调整，新增人

工智能、生物制药、应急管理等新兴专业，在文旅产业、大数据

等“十强”产业方向建设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业 6 个，校

企共建专业 40 余个；同时，聚焦沿黄省区亟需专业投放本科招

生计划，着力培养高质量发展紧缺人才。 

（三）设定人才引育、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新航标，推动学

校主动融入黄河战略布局。 

一是人才引育精准融入。启动“精准滴灌”式引才模式。瞄

准黄河战略亟需人才，厚植人才第一资源，着力打造服务黄河战

略人才高地。水利科学与环境学院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徐

军祥、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刘骁勇等一批

优秀人才在水资源利用、盐碱地开发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创

新市校人才融合发展机制。与地方政府、企业“双招双引”工作

有机结合，首创“校企合作提需求+校企携手引人才+校企共同配

政策+校企联合做考核”的人才共引共享共用机制，形成“一人

双岗、就职高校、服务产业”的校企人才融合发展新格局，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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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向济南市经济社会发展集聚、向重点产业和行业企业集聚、

向学校学科建设和重点研发方向集聚，为“强省会”战略和济南

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计划提供人才战略支撑。 

二是科技创新深度融入。以体制机制改革激发科技动能。学

校积极推动科技体制和科技评价改革，制定《济南大学自然科学

标志性科研业绩核算办法》，修订《济南大学重大科技项目和标

志性成果培育计划实施办法》，出台《济南大学财政科研项目经

费“包干制”试点实施办法》，改进科研管理方式，树立正确评

价导向，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以有组织的科研对标国家战

略需求。采用“揭榜制”方式实施济南大学重大科技项目和标志

性成果培育计划，推进标志性科研成果培育，增强学校承担国家、

山东省重大和重点科技创新任务的能力；主动对接沿黄省区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需求，与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

陕西、河南等省份开展国家级项目研发、保护区湿地资源专项调

查、盐碱地开发治理、研究生联合培养等，深度服务黄河流域产

业发展和高等教育质量提升。 

三是社会服务全面融入。推进大学科技园区建设。“济南大

学国家大学科技园项目”结合新材料产业园区主导特色产业，发

挥大学科技园创新资源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创业孵化等职

能，将学校发展置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之中，与园区共同打

造“1+1”双轨服务模式，为沿黄地区发展蓄势赋能。推动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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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跨专业的产业学院建设。重点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

智能制造、生命健康和数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建设现

代产业学院，切实发挥平台搭建、桥梁纽带、产业孵化“三大作

用”。强化科研创新服务平台建设。高水平建设服务黄河战略的

跨学科协同创新平台，“新时代社会治理与政策创新研究基地”

成功入选省社科理论重点研究基地，围绕黄河流域社会治理、人

口发展、民生保障、法治建设等领域深入开展跨学科研究。助推

齐鲁文化创新融合发展。加强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非遗与音乐

深度研究，“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研究基地”

和“山东传统音乐（琴筝清曲）研究基地”获批山东省非物质文

化研究基地，为保护传承弘扬黄河孕育的齐鲁非遗文化作出贡献。 

四、成效与启示 

作为黄河流域经济发达省份，山东始终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

求，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奋力“走在前、开

新局”。济南大学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战略部署和总体要求，

充分认识黄河重大国家战略的意义，立足特色优势，找准行动路

径，以“融入黄河新时代、建功黄河新时代”的使命担当，在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积极作为，

形成了服务黄河重大国家战略的浓厚氛围，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济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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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服务黄河重大国家战略的做法、成效和经验先后被人民

日报客户端、中国青年报、大众日报、山东教育报、山东教育新

闻网等媒体报道，并入选山东省《教育工作简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