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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梦未来，双创之花竞绽放

我校学生摘得一金一银两铜
学校获“先进集体奖”

那些事儿
创业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立足本职岗位建功当先锋

2017年2月，新学期开学伊始，正是学校最忙的日
子。此时，又值二胎新政实施，女同志居多的学院就
显得人手奇缺。有一位正在产假期间的同志得知学
院的难处，主动提出要提前结束产假，提早返岗。她，
就是经济与管理学院辅导员王雯。

提前返岗，对于王雯来说，其实困难重重：其小宝
只有三个半月大，嗷嗷待哺，断奶于心不忍，把孩子扔
给年迈且体弱多病的父母，内心惶恐。况且家中还有
一个读幼儿园的大宝需要接送和照顾，加上其母亲曾
做过8次的化疗，手上皮肤又时常溃烂，基本失去劳动
力，家庭人手算是已倾尽全力。因此，当她提出提前
返岗的想法时，家里人坚决反对。

尽管家庭的困难摆在眼前，但党员的使命感令她
义无反顾地排除内心负担，克服生活困难。在耐心地
说服家人，取得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后，她提前返回到
岗位上。

回到岗位后，王雯便努力投入工作，忙碌一天下
班回到家中，看到全身骨头疼痛，累瘫在床上，且因要
帮忙带小宝，一直迟迟不肯去做甲状腺肿瘤手术的母
亲时，她默默地流下眼泪。

舍小家为大家。当家庭和工作发生冲突时，王雯
毅然选择了后者。因为她深知，这是责任，也是党员
应有的担当。作为一名辅导员，关爱学生、用心工作
的她得到了学生的喜爱和认同，返岗接手新的班级不

到3个月，学生满意度测评便达到了100%。
“心无旁骛”，方能致远。这是她所追求的工作境

界。也正是这份追求指引着她用爱与责任坚守在辅
导员的岗位上，默默奉献。时间倒回到 2016年 9月 14
日，当时“莫兰蒂”超强台风即将来临，狂风已开始肆
虐，王雯挺着 9 个多月的大孕肚，赶到三期学生公寓
区，一间一间地敲开所带学生的门，不厌其烦地反复
叮嘱学生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并嘱咐学生有情况就第
一时间打电话给她。那时候她已经忘记自己有身孕，
只记得自己是一名辅导员，一个学生的知心姐姐，只
希望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保护好学生。狂风暴雨袭
击当晚，王雯虽然不在学生公寓区现场，但心里一直
牵挂着自己的学生，彻夜未眠地盯着班级QQ群上的
消息，不停地鼓励和陪伴着他们直至台风过去。台风
过后，王雯立即组织学生干部排查班级同学的人身安
全情况以及宿舍的损坏情况，一方面安抚学生，一方
面上报宿舍损坏情况。

作为辅导员，王雯还带了几个毕业班。她心系学
生就业，热情为学生服务。记不清多少次别人下班
后，仍然看到她挺着大肚子在忙碌着，为毕业班的学
生做就业指导，推荐工作，整理档案等。

王雯同志把工作看成一份事业，用心经营着，对
“心无旁骛”工作状态的追求，指引着她继续在辅导员
的岗位上感悟服务育人的快乐。（组织部）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展示我校教职工爱岗敬业、勇于担
当、乐于奉献的精神风采，从本期开
始，3版开设专栏，分期刊登我校优秀
教职工的先进事迹，以此引导广大教
职工学习先进，立足本职岗位争当先
锋，以实际行动为学校的新一轮跨越
发展贡献力量。

“心无旁骛”，做暖心老师

科研创新、教书育人两不误

我校在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上大放异彩

记我校“福建省优秀教师”获得者唐友名

33

唐友名毕业于湖南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美国）
联合培养车辆工程专业。2010 年博士毕业后他加入
我校车辆工程领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回忆起自己初
到厦理工时，唐友名教授表示，当时的车辆工程专业刚
毕业一届本科生，研究生还没有获招，综合影响力也远
不及现在。作为我校年轻教师中第一位获得车辆工程
博士学位进入该专业的老师，他在教学科研岗位上见
证了该专业的成长，也在这里坚持做好自己的每一份
工作。

作为一名专任教师，唐友名教授承担了班主任、本
科生导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的工作。在他刚进入车辆
与交通工程系的前几年，系里各专业在校生平均每年
能达到 400 人左右，师资力量非常紧张。为完成每年
的教学任务，老师们普遍都超额承担教学工作。唐友
名教授每年大约都要超额承担 300个学时左右的工作
量，达到学校规定标准的两倍。面对执教七年来的辛
苦，他表示有时会感到疲惫，“不过就像同学们在考试
周时常保持精神紧张，久了也就习惯了。”紧张的工作
生活让他渐渐找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生活方法，他透
露自己有时会在周末让自己放松地睡一觉以释放压
力。

除了为不同专业的同学备好每一节课，唐教授的
“工作清单”里还包括指导学生的毕业设计、引导学生
参与科技创新活动。他表示，之所以会积极鼓励同学
们参与科技创新活动，是希望为有兴趣的同学提供平
台与资源。为了更好地辅导学生参与科级创新活动，
每月组织一次的讨论会也成了他工作生活中的一景，
这也使他本就忙碌的生活更加紧凑。加入他的“小团
队”靠的是学生们的自愿。他没有设置门槛，只要同学
们有可行的想法和方案，他都愿意为有意愿的学生提
供机会，“一些同学在创新方面有自己的想法，但或多
或少会有疑惑，这就是需要我们指导的地方。”除了知
识的传递，学生们申请国家专利需要答辩的费用，也都
从他自己的科研经费中支出。在他与学生们的共同努
力下，近年来先后申请国家专利超 20项，授权专利超
过10项。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收获了知识，提升了专业技
能。而唐友名教授认为，自己也在和学生们的交流中
提升了自己的教学水平。有些已经到国外其他学校继
续深造的学生也还会向他请教专业上的问题。“在交流
时，我看到其他学校更先进的教学方法或案例也会拿
来用到我们的课堂上，让我们的学生有所启发。”

在传道授业的同时，唐友名教授也坚持不懈地进
行着自己的科研实践。他长期从事汽车安全性设计、

新 能 源 汽 车
技 术 与 客 车
碰 撞 安 全 等
科研工作，先
后 主 持 和 参
与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3 项，主持
省 部 级 科 研
项目 5 项，中
国 博 士 后 基
金 1 项，国家
重 点 实 验 室
开 放 课 题 1
项 。 近 几 年
他 申 请 了 近
60 项 国 家 专
利，其中授权
发 明 专 利 7
项，实用新型
专 利 30 余
项 。 技 术 成
果 被 列 装 于
福汽集团XMQ6900Y和XMQ5730 等车型上，在交通
运输部北京公路交通试验场（通州）完成“中国客车第
一碰”，在我校福建省客车及特种车辆研发协同创新中
心完成“中国高校客车第一碰”,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
应，推动了产业的发展。

在课堂上，唐教授也总愿意向本科生和硕士研究
生介绍这些新的科研成果和前沿技术，他表示这样的
分享能够拓宽学生们的知识面，帮助同学们确定自己
在学业上的目标。他和学生的交流并不止于学术方
面，他也经常与学生分享自己的亲身体会。他有时也
会讲述自己大学时的经历，讲述自己的目标和科研经
历，告诉学生学习的路上一定要找准自己的目标，并要
学会坚持，以及思考如何达成它。

如今，唐友名教授已在我校工作了七个年头。教
学中，他是良师，也是益友；科研中，他严谨认真，用成
果服务产业。在做好自身工作的同时，他服务大局，紧
密配合好学校及学院的各项工作。在谈及怎样更好地
为学校做出贡献时，唐教授表示：“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做好自己份内的每件事，这就是一种贡献。”（文/校学
生通讯社 范辰隽）

经济与管理学院辅导员王雯的“党员好故事”

□文/校学生通讯社 卢嘉仪 范欣钥

□图/创新创业学院

九月，一朵朵素净的菊花舒展开层层叠叠的花瓣，
绽放出秋天最美的颜色。在这一片鲜活中，厦理工又一
次迎来了在全国性赛事上摘金夺银的喜讯——今年的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上，我校学生摘得
金奖、银奖各一枚，铜奖两枚，取得参加该赛事以来的最
佳战绩。值得关注的还有，学校以总积分排名全国第 19
名、大陆地区 17名的成绩与浙江大学、厦门大学等重点
高校同时入围20所“先进集体奖”高校行列。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因李克强总理
提议举办而闻名，由教育部、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局以
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共青团中央等主办，是中国
目前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大学生双创比赛。大赛紧扣
国家发展战略，已成为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平台
和推动产学研用结合的关键纽带。

万里挑一，情怀项目大放异彩

据了解，本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共有来自全国 2241所高校的 37万个项目参赛，超过 150
万人参加，今年还有美、加、英、日、澳等25个国家和地区
的 116个大学团队报名参赛。大赛经过层层选拔，仅
有 119个项目团队获得决赛“入场券”，齐聚西安进
行最后的角逐。在大陆高校中最终产生 30个金
奖，以及 7 个从银奖“复活”的金奖，我校的金
奖堪称万里挑一。

我校参赛的《柒懿科技——生物质氢
能技术研发及应用服务商》项目斩获金
奖。该项目联合创始人翁望志认为，参
加此次“互联网+”大赛是对大学生综合
能力素质的一次全面挑战。从学校初赛
到国赛历经了大半年时间，每一环节都
是严峻考验，特别是省赛决赛和国赛决赛
的备赛期间，团队可谓争分夺秒。因为每
轮路演的时间和评审方向都不一样，要在
规定的时间内把项目最好地呈现给评委，而
且每个参赛的人都要面对九位评委的提问，因
此路演时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词、每一个眼神、
每一页幻灯片都需要排练上百遍。“我们为了模拟

路演，特地入住有投影仪的酒店，那时候除了吃饭就是
在房间里模拟路演。”回想到那段刻苦训练的时光，翁望
志觉得既紧张又充实。

总决赛堪称“步步惊心”——他们的很多对手都是
“985”和“211”高校的团队。参赛团队在候场区盯着屏
幕等待成绩揭晓的那一刹那，大家抑制不住地为学校获
得的优异成绩欢呼雀跃。这一场景时时浮现在翁望志
眼前，“我将记住这个最美的瞬间！”

《柒懿科技——生物质氢能技术研发及应用服务
商》是一个旨在变废为宝的项目。他们研发的HyMeTek
生物质循环系统，能够将畜牧业废料、秸秆以及工业废
水等高效转化为新能源，打造“一村一站”新型能源生态
模式以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助力环保事业的发展。
把厨余垃圾、秸秆、食品工业废水甚至人畜排泄物等废
料投进设备中，加入所研发的生物菌，系统自动运转，通
过生物发酵高速产出氢气和甲烷，产氢效率居于世界领
先地位。这项技术解决了制氢成本问题——只要用厨
余、粪便等就可以，而且制氢过程无污染。

“这个项目是极具大爱情怀的项目，既解决环保问
题又立足农村，做到精准扶贫，推动国家氢能源发展。”
有评委 如是评价翁望志团队的

项目。这样一个
具有大爱情

怀 的 项
目 并

不

是纸上谈兵。翁望志介绍，项目已经落地建设沈阳市于
洪区绿色能源站，在当地投入资金3个亿进行规模生产。

而由我校17届毕业生潘阳等推出的《全球领先的智
慧城市交通解决方案提供商》项目则关注了智慧交通领
域。该项目致力于做交通大数据应用服务提供商，助力
政府实现“互联网+交通”战略，提供一体化 LBS交通诱
导解决方案，打造真正的智慧城市。不过，他们的项目
被分在“死亡之组”，与他们同组的其中两个项目最后分
别获得了全国总冠军和第四名。在经历了激烈的小组
争夺之后，潘阳的项目最终捧得银奖而归。

贯穿始终，双创教育硕果累累

能在被视为国内高校创新创业大赛“终极擂台”的
赛事上满载而归，背后是学校对学生创新创业一以贯之
的重视和支持。

走进我校创新创业园，逸夫楼的大厅内，穿堂风很
劲，学生创业的热情更胜；咖啡厅内，一张张青春飞扬的
面庞声情并茂地描绘着似乎就要触到的梦想……对于
我校来说，“创新创业”传统由来已久，学校多元化的“双
创”教育、浓厚的氛围成为学生不断崭露头角的深层次
原因。早在 2009年，学校就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课程体
系内，设置了“创业基础”课程，每个学生都需获得4学分

的创业学分才能毕业。在接受创新创业普及教育后，想
创业的学生都能在校内找到合适的去处——创新创业
园。这里不仅免费为学生创业团队提供了办公场所，还
有财税、法律等专题培训，学生还可以报名参加创业训
练营，接受专业导师的集中培训。

经过八年的发展，学校创新创业园的软硬件不断丰
富。2016 年底，教育部公布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 99 所

“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我校和厦
门大学、福州大学三所福建高校入选。2016年 12月，在
原有创新创业园区的基础上，学校成立了创新创业学
院，以教育研究、实践孵化、校企联动、国际合作为推手，
积极搭建创新创业教育公共平台，努力打造更良好的师
生创新创业教育生态圈。普及创业教育帮助有志于创
业的学生跨出实现的第一步，而对于那些具有潜力的学
生创业项目，创业园则提供重点扶持和指导，为他们提
供了殷实的导师库、强大的社会资源和优惠的创业扶持
政策，帮助他们实现项目成果转化、产业化。仅去年，学
校对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投入的专项资金达到 570万元，
加上中央支持，一年投入超过 1000万元用于对双创工作
的扶持。此外，学校还允许学生休学创新创业，设立了
创新创业奖学金，取得较好创新创业成果的学生在评先
评优、提前毕业、免试保研、国际交流等方面还能得到倾
斜。到目前为止，学校已经先后支持了 200多个学生创
业项目，去年园区就入驻了 40多个创新创业团队，学校

“双创”势头方兴未艾。

校党委黄如欣书记、朱文章校长
到场看望助阵我校参赛代表团

我校《柒懿科技——生物质氢能技术研发及应用服务商》项目获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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