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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共建谋发展 合作双赢谱新篇 

1 月 14 日上午，武昌首义学院与武汉金石兴机器人自动化工程有

限公司“校企专业共建项目成果汇报暨机器人工程专业研讨会”在金石

兴公司总部举行。金石兴常务副总经理程曦远、高校运营中心副总端木

云飞、工程技术中心副总刘杰、职业与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副总晏传杰等，

我校常务副校长兼机电学院院长吴昌林，校企合作办公室主任胡容玲，

机电学院党总支书记陈佃生、副书记罗蕊，实验中心主任梅秋燕及相关

专业负责人、教师等参加会议。 

程曦远首先代表金石兴公司简单介绍校企共建项目的基本情况，并

感谢校方一直以来对公司给予的支持和帮助。金石兴校区负责人杨洁分

别从招生宣传、实验室建设、教育教学工作开展、教学资源建设、师资

队伍建设、就业指导及实习就业推荐工作等 6个方面汇报项目运营情况

并进行成果展示。她还对项目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并介绍下阶段工

作规划。 



吴昌林代表学校充分肯定金石兴公司在校企专业共建项目中所付

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他表示，正是基于4年来合作项目的良性发展，

专业学生规模不断增长，现已达到近 1000 人，这是成绩也是压力。他

对下阶段招生宣传、学生管理、教育教学、专业建设、学生就业等工作

目标进行了梳理，提议双方总结现有优势，在提升企业地位及品牌的同

时，积极扩大专业影响力。 

胡容玲分别从企业优势、管理制度、本科教学评估、科研、实验室

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和规范，并寄语公司稳住优势，突出特色，

建立品牌，有所突破。陈佃生、罗蕊、梅秋燕，机电院机械系主任陈强、

机器人工程专业负责人王姣、院长助理吴修玉等分别从学生管理、招生

就业、实验室管理、课程体系建设、师资培养等方面发言，为下阶段工

作建言献策。 

会议双方达成一致，将继续加强沟通对接，保障校企合作人才培养、

学科专业建设及“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的积极推进与落实，达到校、

企、生、社会共赢，促进专业共建项目健康、平稳、持续发展。 

我校完成 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 

2020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工作已于 4月 20日圆满结束，我

校共报出 10 项课题（其中自科面上 6 项、青年 4 项）。课题均通过科

技处严格审查，顺利完成了系统填报工作。 



此次国家自科基金的申报工作受到李崇光校长、吴昌林常务副校长

等多位校领导的重视。2019年 9月刚开学，李校长、吴校长带领科技处

分别到各个学院座谈走访，了解大家的申报计划，听取大家的建议，积

极为老师提供政策支持，出台了《关于促进申报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的

指导意见》。本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是在校领导直接督导下，

科技处全程组织、无缝衔接，各院校积极支持，申报人积极配合下完成

的。 

学校从申报工作的指导思想、申报工作流程、安排工作计划、邀请

校内外专家讲座与指导等方面做了大量部署与动员工作。结合我校当前

形势，吴校长提出 2020 年基金申报的总体指导思想：“大力动员，增

量提质，零的突破，力争增量”，体现在增加项目申报数量，提高申报

质量，聚焦突破青年/面上项目；其目标是通过青年博士教师、副高职称

以上教师的积极申报，力争全校自然科学基金申报总份数突破 10 项，

形成我校申报国家级项目的新局面。 

为了“增量提质”，在“量”的基础提高申报“质量”，科技处与

学院协商，明确各学院申报计划任务，学院广泛动员，推出一批有研究

基础的副高和博士进行申报。共申报 13 项自科，经科技处组织专家评

议推荐，最终遴选出 10 项向国家基金委报出。从本次遴选课题来看，

选题多数课题具有前瞻性、项目组前期有一定研究基础、团队结构相对

合理，总体上符合国家自科基金项目提出的“鼓励探索，突出原创”、

“聚焦前沿，独辟蹊径”和“需求牵引，突破瓶颈”等方向的基本特征



和研究科学问题的属性。通过本次申报对学校现有科研团队整体水平有

了一个综合性评价，挖掘了一批有潜力的项目研究人，发现了一些值得

长期培育的研究方向。 

为了更好地做好基金申报工作，学校特聘了有多次国家基金项目申

报经验的吴晓光教授、卫军教授全程指导老师们写申报书。科技处先后

制定了《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工作方案》、《学院申报国家

基金项目情况计划任务表》、《国家基金申报日程安排》、《校外专家

基金申报讲座安排计划》、《博士科研启动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校

外通讯评议专家安排计划》等相关文件，组织多场专家讲座，营造申报

氛围，及时收集各项申报资讯，在申报书撰写规范方面给老师们进行一

对一的交流，在疫情特殊时期，给老师们提供精神鼓励和心理支持，助

力老师们申报课题。 

各学院为项目申报人提供了便利条件，如信科学院为项目申报人减

少额外非教学任务，保证申报人有足够的时间写申报书；机电学院、城

建学院大力动员老师们申报，全过程关注，为老师们聘请学科专家多次

进行一对一指导；基础科学部重点动员、跟踪辅导，帮助老师们提供基

础条件和心理支持。 

本次申报的项目负责人，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多重不便，在无

法进图书馆、资料室、办公室等封闭环境下，战胜重重困难，几乎牺牲

了自己所有的休息时间，从选题、凝炼科学问题、撰写申报研究内容等，

反复修改不断打磨申请书，课题组成员也积极参与、认真核对基金申报



标准，有的克服身体疾病，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不懈努力，坚持到申

报的最后一刻。 

本次我校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报出 10 项课题，其中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报出 2项，项目申请人是：朱忠敏、孙红，机电学院报出 3项，

项目申请人是吴晓光、肖书浩、周仁斌，城建学院报出 4项，项目申请

人是卫军、郑莹、肖江蓉、雷丹云，基础科学部报出 1项，项目申请人

是金芳洲。 

我校完成 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工作 

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申报于 4月 27日全部结束，我校共报出 10

项课题，申报数量较往年有较大提高。 

此次国家社科基金的申报学校给予了高度重视。基于老师前期积累

基础较弱的实际情况，为提高此次申报质量，学校在 2019 年 6 月就开

始布置申报任务，并制定了详细的时间安排表，对老师在申报方向及申

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在此次申报调查过程中，发现老师申报信心普遍不足。为此，学校

组织了多场专题讲座，特别是邀请湖工大常雨霞老师来校讲述其六次申

报最终成功的心路历程，给老师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极大地调动了老师

的申报热情，信心也大为提高，最终申报书的数量及上报数量创历年之

最。 



在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 月间，学校多次邀请专家来校对老师

申报方向及内容进行现场点评，并提出修改意见；2020年 2月，受疫情

影响，专家评审虽由线下转到线上，但评审态度依旧非常认真。据老师

反馈，平均每份申请书根据专家意见修改的次数都不低于 10 次，特别

是针对社会热点，不断挖掘申报项目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使得申报书日

趋完善。申报书反复打磨带来的是申报书质量的提高和老师对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为今后的申报也积累了经验。尤其是在

模块构成、文献内容、图表清晰化等细节的处理，让老师在国家级项目

申报的规范化上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通过此次申报过程的历练，可以发现今年申报书的质量较往年有很

大提高，老师间关于国家级项目的讨论也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