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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校园

动态科教

视野新

本报讯（富欢 记者蒋平）近日，由
黑龙江省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主
办、黑龙江大学承办了高校职业发展
与就业指导教师能力提升专题培训。
来自 63 所高校的 87 名职业发展与就
业指导课程负责人和首届全国大学生
职业规划大赛教学赛道黑龙江省选拔
赛获奖教师参训。

本次培训旨在进一步巩固首届全
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教学赛道黑龙
江省选拔赛成果，提升我省高校就业
指导骨干教师专业化水平，加强高校
间课程建设交流。

培训期间，培训教师从课程建设
的顶层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技巧等
方面开展专题讲授。哈尔滨工业大学
何艺宁等5位大赛获奖教师围绕课程
建设经验进行分享，就课程目标设计、
教学队伍建设和课堂活动组织等具体
问题交流研讨。

参训教师纷纷表示，这次系统培
训丰富了案例教学的素材，拓宽了生
涯教育和就业指导工作的视野。下一
阶段要把培训内容认真消化吸收，更
好地将学习成果应用到学校的课程建
设中，进一步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让
就业指导更贴近职场实际，不断提升
教学效果，努力构建全链条、多元化的
就业育人体系。作为就业指导专业教
师不仅要做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
的“授课者”和“设计师”，更要做学生
职业规划和发展道路上的“引路人”和

“同行者”。

培训高校教师
提升就业指导能力

本报讯（富欢 记者蒋平）近日，由
黑龙江省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主
办、哈尔滨学院承办的“第 11 届黑龙
江省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高阶训练
营”举行，省内 19 所高校的 31 名学生
及28名指导教师参训。

训练营活动期间，新未来教育研
究院院长晁劲鹏，北森生涯咨询业务
产品总监黄小靖、讲师夏蓝通过团体
辅导与个体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学
生从个人主题陈述、评委提问、综合面
试等环节进行全面优化，提升作品质
量，深入浅出、由点及面给予学生精准
指导和建议。

参训教师表示，培训搭建了一个
互助交流的平台，是一次对职业生涯
发展工作的深化与提升，在思维碰撞
与深度对话中，自己的指导能力得到
进一步增强，同时掌握了更多指导学
生的理论工具以及备赛策略，提振了
信心。

参训学生也纷纷表示，通过三天
的紧张训练，指导教师对参赛作品沉
浸式打磨是对作品架构的重塑，更是
对目标职业的价值确认。今后要将老
师传授的知识和技巧应用在比赛中，
更要实践于职业选择和定位上，结合
个人实际，做好职业规划。

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
高阶训练营举行

□文/摄 本报记者 蒋平

他扎根一线十余年，累
计带出本硕博学生 2900 余
名；他在教学实践中锚定师
范生培养特色，以培养学生

“心怀大我追求、艰苦奋斗
品质、‘自找苦吃’精神、敬
业奉献态度”为育人目标；
他与学生并肩前进、追光逐
梦……他就是2023 年“龙江
最美”高校辅导员荣誉称号
获得者——哈尔滨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辅导员刘恩权。

涵育学生求是精神

拟定实践计划、撰写调研
报告，为乡村发展找政策、拿
方案……开学不过月余，刘恩
权已经开始谋划学生暑假社
会实践的路线了。

“其实我们哈尔滨师范大
学助推乡村振兴师生实践团
队一直在探索，如何将师范生
专业素质培养、实践创新培育
与志愿服务深化三大方面完
美融合。”回忆起寒来暑往在
无数个社会实践中的“热辣滚
烫”，刘恩权说，社会实践的生
活确实比较艰苦，大伙儿一起
住过农户家的土炕，一起在烈
日下的田间地头走访，一起统
计调查问卷、查资料、找政策、
写报告，无数个夜晚挑灯夜
战，而正是这份“自找苦吃”的
行动，让身在“象牙塔”的学生
实践团队走进了基层一线，深
刻理解了什么是实事求是、怎
么去联系群众。

近 2000 名 学 生 参 加 创
新创业大赛，累计获得国家
奖 173 项、省奖 358 项、专利
4 项……刘恩权带出的这支
实践团队，多年来持续开展助
力乡村振兴社会实践活动，足
迹遍布龙江大地。他们一次

次将教学成果带出课堂，又一次次将实践收获带
回校园，用行动探寻振兴脉动，将一本生动鲜活
的“社会实践教材”在龙江大地上徐徐展开。

激励学生笃行担当

在抚远玖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在哈尔滨
呼兰区现代农机合作社、农作物种植合作社，在
肇州县玉米专业合作社、黄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农机专业合作社……刘恩权带领团队为当地农
村长远发展想办法、做方案；在方正县，调研农产
品生产、加工及销售情况，为“粮头食尾”寻找路
径和方案……实践团队在“行走的思政课堂”中
磨炼意志品质，把科研论文写在黑土地上。

“我们坚持带着‘找不同’的眼光发现问题，
用‘挖宝藏’的执着探求亮点，培养学生专业素
质、实践创新与社会服务三方面完美融合。”刘
恩权说，要把关键支点落在优化团队上，构建专
业情志、集智攻关、科技创新与社会服务四维载
体，引领学生实现“知-行-创-知”良性循环。在
社会实践中锤炼学生，让学生们学会吃苦、学会
观察、学会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读好社会这本
没字的“书”。

近年来，在服务龙江实践过程中，哈师大助
推乡村振兴师生实践团队入选 6 项团中央实践
专项，获评教育部“全国100个优秀实践成果”推
广范例，获得全国最佳传习奖。

助力学生梦想启航

“目前，我们已经与 6 家教育局共建合作基
地，带领1574名学生投身志愿服务，累计授课时
长超过2.7万学时，公益影响力辐射全省13个地
市。”刘恩权自豪地告诉记者，作为“行知辅导员
工作室”主持人，他已经与百余家用人单位保持
联系，举办了 192 期校友讲坛，累计受众学生
30000 余人次，他所带的 7 届毕业生就业率均达
90%以上。

理念引领、动手体验、实践反思、成果产出……
在助力学生梦想启航的过程中，刘恩权向内着力
优化师范生培育路径，对外向教育助推家乡振兴
发力，创建了一整套教育循环路径。

“我经常教育引导学生要乐吃‘稳坐课堂’的
苦，厚植专业情志；要常吃‘实践锻造’的苦，在社
会大熔炉淬炼成钢；要甘吃‘助人无声’的苦，向
善向上向阳；要争吃‘奉献小我’的苦，扎根基层
建设龙江。”谈及未来，刘恩权说，在学校与学院
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将继续探索教育助推龙江乡
村振兴的方式与路径，永远走在教育教学改革创
新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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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某个产业比作一辆汽车，专利导航就
是给它装上一套GPS，引导产业以“优质路径”驶
向目的地。省知识产权局以专利导航服务重点产
业高质量发展，助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
链“四链”融合，对产业发展、企业发展形成了有效
支撑。

为更好从知识产权角度服务和支撑我省大豆
经济高质量发展，省知识产权局委托省

生物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开展了“黑龙江大豆产业专

利导航分析”项目，近
日 ，项 目 成 果 公 开 发
布。中心导航业务负责
人刘悦介绍：“项目基于

专利视角，结合政策、市场金融等信息，梳理大豆
产业发展脉络，明晰产业创新发展方向，对标全
球、国内重点省份，探明我省大豆产业链的弱项、
可能延伸的方向和亟需解决的问题，通过专利定
量定性的分析，给出我省大豆产业结构优化路径、
企业培育路径、人才培育路径、技术创新及引进路
径、专利布局及专利运营路径。”她建议，要梳理市
场走向和创新动向，以创新项目为一个监控点，及
时调整研发方向，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提高研发效
率，降低潜在的知识产权风险等。

围绕我省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实施，省知识
产权局对接市（地）政府、产业园区、龙头企业等
创新发展需求，响应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需求，2021
年以来先后完成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
装备制造、现代农业、石墨、精细化工、中医药、生
物质能源等重点产业专利导航项目，进一步促进
了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日前，省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和实施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印发《落实〈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
成长计划实施方案〉支持举措及任务分工表》。省
知识产权局联合有关部门印发《关于开展首批专
利产业化样板企业入库培育推荐工作的通知》，开
展中小企业专利产业化培育工作。

下一步，省知识产权局将积极发挥我省专利
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推进机制协调工作组作用，大力
推动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各项任务落实落地。
充分利用知识产权运营、专利路演等活动，将高校、
科研机构盘点出的存量专利与我省企业进行对接，
促进专利产业化，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专利导航为产业发展引路

提高知识产权提高知识产权含金量含金量
引领产业发展引领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彭溢

4 月 26 日是第

24 个世界知识产权

日，今年全国知识

产权宣传周的主题

是：知识产权转化

运用促进高质量发

展。

盘 活 高 校 专

利、建立普惠专利

池、专利商标质押

融资、专利导航引

路……近年来，省

知识产权局积极探

索知识产权转化运

用的新路径，提高

知 识 产 权“ 含 金

量 ”。 数 据 显 示 ，

2023 年我省专利转

让许可 9280 次，累

计专利产品备案企

业294家，备案专利

产品826项，产品销

售额达449.80亿元，

专利商标质押融资

登 记 金 额 49.3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0.55%。位于哈大

齐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内的企业发明

专利产业化率高达

68.5%，区内有10.9%

的企业发明专利产

业化收益超过 1000

万元。专利转化运

用为我省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劲动能。

知识产权一头连着创新，一头连着市场，既是
创新成果的保护网，也是新质生产力的催化剂。
2023年12月，黑龙江省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和实施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黑龙江省专利转化运
用专项行动推进机制工作方案》和《落实〈专利转
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 年）〉任务分工
及推进措施》，在全国率先建立省级专利转化运用
专项行动推进机制。

近日省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23年黑龙江省
专利调查报告》显示，2023年，我省企业发明专利
产业化率达到 65.2%，高于全国 13.9 个百分点。
其中，大型、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发明专利产业
化率依次为 74.9%、75.9%、60.3%与49.3%，均高于
全国整体情况。

省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处处长王学
生介绍，我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创新
的意识不断增强，产学研专利规模持续扩大。截
至2023年底，我省共有560件产学研发明专利，较
上年增加24.7%。2023年，我省拥有专利的企业，
有 55.5%与高校及科研单位开展过合作创新，较
全国高出11.2个百分点。

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建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科学家工作室
等多个科研创新平台，与清华大学等10多所院校
形成紧密的校企科研联合体，创新开发研制的自
主知识产权产品“风电及回转支承用重型立、卧式
车床”在风电及回转支承零部件细分领域市场占
有率排名第一。

超六成企业发明专利实现产业化

高校和科研机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创新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专
利研发的引领者，也是专利转化运用的主要供给
侧。截至 2023 年底，我省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46144件，其中，高校和科研机构发明专利拥有量
达28895件，占比超六成。

在哈尔滨工程北米科技有限公司建设的国内
首个稻米适度加工示范园区，活性留胚米智能加
工生产线正在紧张作业。“这条生产线是我们自主

研制的，融合了人工智能、大数据和视觉识别等技
术，拥有 70 余项自主知识产权，可实现稻谷留胚
率95%，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公司董事长、哈尔滨
工程大学教授李冰介绍，“秋田满满”“米小芽”等
国内十余个知名品牌的有机胚芽米都是在这里生
产的。工程北米还与中国供销社和北大荒集团合
作，使胚芽米数字化加工新技术逐步覆盖全省水
稻主产区。2023年，工程北米为合作品牌实现经
济效益超5亿元。

为推动更多高校院所“沉睡”的专利产业化，
培育有竞争力的专利密集型产品，形成新质生产
力和发展新动能，2月27日，省知识产权局联合多
部门制定印发《黑龙江省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
利盘活工作方案》，明确了“盘点存量专利、企业评
价反馈、分层推广应用、做优专利增量”四步走的
工作路径。

3月7日，省知识产权局组织召开高校和科研
机构存量专利盘活工作推进会。

3 月 16 日，哈尔滨工程大学率先完成全校
6683 件专利在国家专利导航综合服务平台上盘
点入库，是全国第二家完成盘点入库工作的高
校。我省存量专利盘活工作的相关做法和成果得
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高度肯定。

4 月 24 日，在“知惠龙江”专利转化运用大会
上，举行了龙江普惠专利池首批专利入池仪式，哈
尔滨工程大学梳理的适用于我省产业转型升级的
647项可转化专利入池。

多部门形成合力盘活高校专利

工程北米技术人员查
看生产线智能参数。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省生物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省生物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彭溢彭溢摄摄

我省为大豆产业专利
导航开展项目分析。

本报资料片

刘恩权刘恩权（（左一左一））带领学生社会实践带领学生社会实践。。

省知识产权局工作人员介绍生物产业专利导航分析情况。本报记者 彭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