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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学院郑莹老师承接一项 14万元的科研项目 

北京捷冠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我校开展三位参数化模型处理服务项

目的研究工作，并与我校签订项目合同。该项目负责人为城建学院郑莹

老师，项目总经费为 14万元，项目周期为 3个月。 

该项目主要内容是实现对三维模型的结构化处理，主要包含结构模

型动态效果展示、结构可靠性和结构构型的管理等。 

机电学院李硕副院长承接一项 24万元的科研项目 

武汉亿德光兴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我校开展光纤中继器自动测试机

的研发工作，并与我校签订项目合同。该项目负责人为机电学院李硕副

院长，项目总经费为 24万元，项目周期为 2年。 

该项目主要是开发一种自动光纤中继器的自动化测试设备，实现以

下基本功能：设备包含了自动上料，自动扫描二维码，自动测试，自动

光纤检测，自动光纤清洗，自动下料功能，实现自动化过程，完全解放

人力。 



学校举办第一期国家自科基金项目经验交流会 

讲座现场 

11 月 13 日下午，我校举办 2024 年度第一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经验交流会，科技处特邀武汉纺织大学机械学院吴紫俊副教授做讲座。

吴紫俊副教授主持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湖北省教育厅重点

项目等 4项，研究成果发表在 CMAME、IJNME、《机械工程学报》、《中

国机械工程》等国际与国内知名期刊。会议在行政楼八楼理事会会议厅

举行，副校长吴波教授出席会议，科技处处长胡容玲主持。 



 

吴紫俊副教授做讲座 

好的申请书是成功的关键。吴教授以通过和未通过的申请书为正

反面案例，从申报人和评审人不同角度向老师们讲解了如何写好申请

书。他强调，申请书要大同行看得懂，小同行能共鸣。要做好前期准

备工作，根据项目指南，结合自己擅长的领域，了解国内外最新动

态，提炼研究趋势，立足研究热点，捕捉学术难点，选定已发表的高

质量论文、专著、专利等，着手组建团队。申请书要从领域难点、研

究问题、研究内容、研究方案、获得成果形成一条主线。题目要突出

创新，与研究内容呼应。项目摘要体现研究思路，包括行业难题，需

解决的问题，研究内容，预期结果，项目意义。科学问题属性可用提

问式和描述式撰写。研究内容要围绕研究问题，合理切分，各个研究

内容逻辑上既要独立也要关联，体现新方法、新手段、新问题等创新



性。研究目标切忌过大，与研究内容相呼应。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从研究内容中寻找关键点或瓶颈，是隐藏在技术难点后的科学规律。

研究方案须搭配流程图，用最基本的图形、公式说明基础问题。技术

路线图要把研究目标、关键科学问题、研究内容、实验手段均融合进

来。可行性分析包括理论与技术方案可行、科研积累可行、研究条件

可行。项目特色侧重于新方法及其意义，创新之处则侧重新理论、新

方法、新问题或新结论，从技术路线、试验方案上进行概括、提炼。

参考文献要有高水平文献支撑，引文要全，列出所有作者。研究基础

突出申请人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要展示团队的研究成果，注重高水平论

文。团队成员也是申报成败的潜在关键，要注重团队培养。 

吴教授的讲述全面细致，逻辑清晰，方法独到。老师们就申报问

题向吴教授请教，吴教授逐一解答，老师们都表示深受启发。 

城建学院莫文婷副院长承接一项新科研项目 

西北综合勘察设计研究院委托我校开展潜江市琢砺新材料技术有

限公司年产 5000 吨高纯石英粉/砂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工作，

并与我校签订项目合同。该项目负责人为城建学院莫文婷副院长，项目

总经费为 5万元，项目周期为 3个月。 

机电学院王素华老师承担一项 10万元的科研项目 

天津市泰菲特仪器仪表技术有限公司委托我校进行 H2618液位传感

器信号处理电路测试试验项目，并与我校签订项目合同。该项目负责人

为机电学院王素华老师，项目总经费为 10万元，项目周期为 1年。 



上海政法学院戴元光教授莅校指导学科专业建设 

专业建设指导座谈会现场 

11 月 13 日上午，上海政法学院上海纪录片学院理事长、中国传播

学会会长、全国新闻与传播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

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马工程《西方传播学理论评

析》首席专家戴元光教授应邀莅临我校，指导新闻传播学科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金鑫等热情接待戴元光教授后，学校在行

政楼八楼理事会接待厅举行了新闻传播学科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座谈会。

金鑫，校长助理景奉杰，发展规划办公室主任肖春，新闻与文法学院领

导班子全体成员，新闻学、网络与新媒体、广播电视学三个省级一流本

科专业的系主任、专业负责人参加座谈会。会议由新闻与文法学院院长

吕尚彬主持。 



吕尚彬首先对戴元光教授莅临指导表示热烈欢迎，并详细介绍了其

学术成就与影响力。吕尚彬表示，戴元光教授是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重

要学者，学科和专业建设经验非常丰富。戴元光教授来校指导，将进一

步推动我校新闻传播类专业的持续发展。 

会上，戴元光回顾了自己早年师从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教授以来

的研究生涯，并介绍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随后，他向金鑫赠送了新

近出版的三种著作。 

上海政法学院戴元光教授指导新闻传播学科专业建设 

戴元光观看了学校宣传片，并听取了新法学院常务副院长余林关于

学院学科专业建设情况的介绍。他首先充分肯定我校办学成果优异，能

紧跟市场需求培养人才。他认为，当今新闻传媒行业技术发展过快，技

术对行业的影响变大，新闻行业原有的知识结构和技术都发生了改变。

对此，戴元光强调，新闻行业面临技术人才缺乏的困局，迫切需要各层



次高校加强人才培养力度，建设一流专业。针对如何建设一流的新闻传

播类专业，他根据自己建设学科和专业的经验，强调了四个方面：一是

专业基础建设要在三个层面用力。在人的层面，团队负责人应聚集有影

响力的人才，来夯实专业建设的核心，强化师资队伍。在技术层面，新

闻传播类专业是“奢侈的”文科专业，技术设备很重要，应根据新技术

发展，不断形成新的实验技术设备配置。在成果层面，应通过学术会议、

项目、著作等彰显专业影响力，提高学科显示度；二是在办学理念上，

抓好理论团队、技术团队、创作团队建设；三是学生技能训练上，强化

理论教学的同时，重视技术技能训练。可以借助 AR、VR 技术，依托学

校多学科及数据工程学科优势，开展作品生产实训；四是凝练特色。例

如上海政法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科就凝练出纪录片的特色。 

戴元光还与几位专业负责人进行了深入交流。针对该院三个省级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负责人提出的难点和困惑，他逐一作了解答。 

最后，金鑫代表学校对戴元光表示感谢。她指出，戴元光教授的指

导为学校做事、办专业，为学校发展拓宽了思路。她希望，两校能以此

为契机加强交流，互相学习。 

会后，戴元光教授参观了媒体融合仿真实验中心、大数据分析实验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