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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对于药学院的创新创业工作来说，是收获颇丰的一年。全国志

愿服务项目大赛首夺金、第四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斩

获国家级银奖、2018 年“天堰挑战杯”第八届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中

医药创新创意设计竞赛二等奖、各级各类双创大赛获奖励 100 项，再创历

史新高……

成绩的背后，是药学院持续深化创新创业教育的改革成果与经验探索。

药学院抓住人才培养、师生共创、精解政策、项目培育、团队建设等关键

环节，形成了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独特经验，经验成效初显，师生激情澎

湃，成果持续涌现，学生竞赛成绩节节攀升。药学院创新创业的风帆，正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大潮中壮阔前行。

深谋布局 构建双创人才培养体系

“打造 2—3 支创新创业团队，并在大赛中实现新突破”的工作目标被

明确写在了药学院年度党政工作要点中，作为学院工作重点之一，药学院

班子针对双创工作多次进行讨论和研究。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药学院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将学生培养与双创

教育相结合，构建了具有学院自身特色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

喆药学院院长林 提到：“学科的基础是科研，看的是论文、成果、奖

励，今天提倡破除‘四维’，下一步就是强化专业建设。大学之间比的是人

才培养，要以专业认证这道红线、立德树人这个目标为抓手。”加强创新创

业教育、培训，让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进行融合，在人才培养体系、

精品项目孵化培育、优质团队选拔培养等方面躬耕实践。

如何开展更加有效的创新创业教育？药学院紧紧抓住每年新生报道这个

重要的教育时点和契机，将创新创业教育的星星之火在新生入学时就播撒

下去，形成了特色产品渲染双创气氛、启蒙教育播种双创种子、定期路演

提升双创能力的系列教育活动。“本源”团队开发的“本源”皂让新生充

分感受到了学院的双创氛围；以专题辅导讲座和获奖团队宣讲为主要形式

的启蒙教育在新生心中种下了创新创业的种子；项目路演则对提升学生讲

解和应变能力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据了解，药学院全年共举办创

新创业专题辅导讲座 10 场，组织路演活动 24 次，参与学生 1000 多人次。

药学院 2016 级研究生陶雪慧，同时也是“本源团队”的负责人，说道：

“年级低、专业能力不强都不是参加双创的阻力，通过与高年级学生、研究

生组建团队，寻找老师、教授的专业支持，充分利用学校的重点实验室等

优质资源，增强自己参加创新创业的自信心。”

创新机制 营造师生共创双创氛围

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中，药学院在申报数量和中标数量上始终保

持全校第一。在第四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参赛的 3

个项目自 200 多个项目脱颖而出，获得国家级银奖 1 项，省级金奖 1 项、

银奖 1 项，实现学校在该项赛事中的最好成绩。在 2018 年“创青春”浙大

双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中，获得国家级铜奖 1 项，省级金奖 1 项、铜

奖 1 项。

数量和质量兼具，离不开药学院创新机制为全院师生营造“共创双创”

的氛围。药学院通过试行导师制，将本科生送进实验室，通过跟师学习，

了解科研思路，提升实践动手能力。充分发挥专业教师优势，集中全院力

量支持学生参与各种双创大赛。开展“百名教师带教千名学子计划”，老师

们利用假期带领学生打磨项目，进行实验，提升项目水平。

药学院 2017 级中药学专业的时宇航，回想起自己的第一个项目时说道：

“非常煎熬，但挺有成就感。这一切都是靠老师

教、学长学姐带，我们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

的。”立项初期的种种不易历历在目，时宇航的

第一个项目是在大一寒假留校时开始的，指导

教师和学长学姐就是他在创新创业之路上的引

路人。也许其他的同学都已经背上行囊坐在回

家的列车中，也许他的小伙伴已经回到家长、

朋友身边，每天早上都要在寒冷的冬天爬起来

受创业计划书“折磨”的他，却缔造出了属于

自己的创新创业项目。

调动更多的一线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是

开展双创活动的重要基础。“本源团队”指导

教师、药学院党委副书记於文博介绍了自己参

赛时了解到的一个现象：“南北方在创新创业

教育、大赛上还存在着差异，大奖项目多以科

研课题为基础，项目指导教师也大多是科研工

作人员或资深教授。”成果的转化，带动、促进

更多的教师、科研人员将更多的精力、资源集

中到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和人才培养中，集中到

双创项目的开发建设中，开发出具有自己特色

的双创项目。增强科研成果转化意识，通过参

赛进行成果展示从而吸引投融资，让更多的一

线教师和科研人员积极参与其中。

对于教师个人，通过参加双创项目，带领学生

实现了工作业绩与创意实现的双赢。对于学生个

人，则启发他们的创新思维，丰富了阅历，开拓了

视野。创新者未必一定会走上创业之路，但通过

创新创业大赛的磨练将为一部分决定从事创业

的同学提供丰富的经验。在创新创业大赛的舞台

上，展现的并非都是高端、尖端的“高科技含量”

项目，也有大众类的创业、创意项目展示。在这个

意义上说，通过参加创新创业大赛，教师将自己

的创意和新奇的点子付诸实践，而学生们则在实

践中树立了创新创业意识、市场经济意识和行业

产业意识。

於老师也讲道：“学校也积极响应国家、政府的号召，对于大学生创新

创业给予极大的政策帮扶，在评奖评优中对双创赛事奖励的侧重，在升学

保研等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通过建立能够良性循环的激励机制，持久激

发和释放双创活力与激情，让“异想天开”“天马行空”的思想火花碰撞

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精心培育 精雕细作双创项目

在全校喜迎学校甲子华诞的余热中，药学院创新创业项目获奖喜讯再一

次传来。2018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 日，在第四届中国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全国终审决赛上，药学院“源自本草，脱贫助梦”项目经过汇报答辩以及

专家评审，最终获得第四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脱贫攻坚类项目金

奖，这是学校在该项比赛中首次夺金。“源自本草，脱贫助梦”项目从全

国 10 万余个项目中脱颖而出，成为吉林省进入国赛的 17 个项目之一。

在这样的气氛中，於老师回忆起三年前刚接触双创大赛的往事。时间的

指针转回到 2016 年，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下，他接触到了双创工作，当时

头脑中还没有双创大赛这个概念的他，在与辅导员进行工作交流时，设想

能否从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入手，结合药学院特色，打造出一个属于药学

院自己的品牌项目。

“有想法之后就得做规划，去落实。当时的情况就是俩眼一抹黑，甚至

连什么是双创、我们可以参加哪些比赛都不知道。”於老师讲起了自己最初

“试水”双创项目的故事：硬着头皮往前走，组建团队，网上搜集资料，查

阅相关内容，观看大赛视频，通过点滴的积累，项目渐渐成型。带着这个

项目，他们参加了 2017 年第三届“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且成

果喜人。该项目最终获得学校金奖、吉林省金奖，并且搭上了推荐国赛的

末班车。於老师感慨地说到：“当时吉林省有 19 个推荐名额，我们的项目

正好排 19，最终我们捧回了国家铜奖。”

这里也许有幸运，但更多的是脚踏实地去雕琢项目，这份成绩为他们树

立了信心，也奠定了继续开展双创的基础。由最初在双创领域进行试水，

到现在在双创大潮中逐浪，三年间，他带领的团队获得了 3 个省级金奖、2

个国家级铜奖、1 个国家级银奖 （互联网 + 和挑战杯），并立了 5 个国家级

大创项目。

於老师还介绍了自己培育项目的经验：“解读文件很重要，就像我们在

答题的时候审题一样，如果抓不住核心内容，就不能很好地把握住切入

点。”以第四届“互联网 +”大赛为例，通过前期研读、对比通知，他们将

目光聚焦在“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这个关键点上。据此，药学院确立

了“中医药学子用青春梦铸就伟大中国梦”的主导思想，以道地药材大面

积种植扶贫为主要内容，开展 《中药兴农———拓宽农民致富路》 项目。该

项目既抓住了青年学子筑梦和精准扶贫这个国家关注点，又与药学院的专

业优势进行了很好的结合，并最终为他们收获了学校在该项赛事上的历史

新高。回想当时参加比赛，恰恰是因为抓住了这个关键点，才获得了国家

级银奖。

精磨团队 潜心打造创业“独角兽”

项目的打造非一人之力就能完成，需要一个团队共同努力。九鼎投资的

负责人曾说过：“创业的早期看人，晚期看事。”可见，对于孵化一个项目

来说，团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团队领导者的气质、团队结构的设置、团

队成员的能力决定了项目能否成功，也决定了项目是否具有可扶持性。正

是看到了团队建设在双创项目中的重要作用，药学院精心打磨项目团队，

创建了以“本源团队”“青杏学社”为主要代表的学生组织。

林院长介绍道：“以本源团队为例，团队现有成员 20 人，一名队员可

以影响一个寝室，一个小组可以影响一个班级，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推进

创新创业工作。”大赛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也提升了各专业的学习氛

围，与国内重点大学比较，主创队员的综合素质达到了优秀大学生的水平，

这也与药学院通过开展创新创业工作抓牢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一脉相承。

团队的组建包括指导教师和学生，要在项目所处的领域具备一定工作、

研究基础，主要体现在：研究的技术路线清晰、研究阶段划分合理、阶段

性任务及成果明确。紧密结合自身岗位或所学专业，形成多专业融合、多

学科交叉的师生共创体系，团队所有成员共同为项目付出自己擅长的能力，

通过多思维的交叉碰撞，共同打造较为成熟的项目成果。

以 《中药兴农———拓宽农民致富路》 项目为例，该项目依托于中药材种

植扶贫，主要分为帮助农户培育优质的种子和种苗、在种植过程中提供技

术支持两方面。立项不是空中楼阁，它源于陶雪慧及其团队在 2013 年吉林

省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的工作成果。在中药资源普查过程中，她和团队发

现吉林省中药材资源丰富，这启发了他们，通过中药材种植帮助农民获得

一个更好的经济效益。正是基于这个创意，团队生出重点打造中药材种植

扶贫的想法，也有了“本源团队”的“红色筑梦之旅”。

“团队在建设，团队在完善，勇于跨专业去组队，沉下心来，经过长年

累月去积累。”陶雪慧分享了自己进行团队建设的经验。对于一些天使投资

机构而言，投资的往往并非是项目本身，而是投“人”。“独角兽”也许难

以诞生，但正是在一个个像“本源团队”“青杏学社”这样充满朝气、满

怀理想、志向远大、意志坚定、勇于挑战、耐得寂寞的青春“90 后”手中，

既具有发展潜力又有市场价值的“独角兽”项目，才能跃出彩云，与时代

同辉。

作为新时代的“ 90 后”年轻创业者，陶雪慧满怀激情地说到：“深深

扎根到农村的最基层去，扎根白山松水，建设最美乡村，为中国的发展、

为社会的发展做出大学生应尽的职责，我们作为中医药院校学子，要结合

自己的专业特点，为建设健康中国做出贡献。”

东风扶摇 药院学子创新创业再扬帆

2018 年 10 月，第四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在厦门大

学举办，药学院 《中药兴农》 项目历经校赛、省赛和国家复赛的层层选拔，

作为吉林省唯一一个“红色筑梦之旅”项目进入决赛。在全国 7 万多个项

目中 ,作为最终入围决赛的 60 个项目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千里挑一。

於老师说道：“该项目历经三年的培育，有众多师生为其付出了辛勤的

汗水。评审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自己与金奖的差距，但也坚定了我们继续

探索双创型人才培养模式的信心。”荣誉不是终点，创新创业的旅程艰辛而

漫长，药学院已经把视野投向了其他省份、其他优秀的团队上，走出本校，

走向兄弟院校、其他省份去取长补短，学习他们的理念和经验，结合社会

需求、社会现状，不断地完善项目。

“零基础不是我们参加创新创业的阻碍”，陶雪慧以自己的经验鼓励着

新生们，她说道：“现在创新创业的氛围非常好，对于大一、大二的同学

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应该勇于抓住这个机遇。”

林院长在 2018 年学校创新创业工作会议上进行经验交流时说道：“双

创型人才培养是一所应用型大学所面临的历史机遇，我们要借国家重视这

一东风，让学生走上前台精彩亮相，倡导‘长中学子为自己代言、发出自

己的吼声’。”

梦想点燃激情，初心激励前行，正是在这样的响亮吼声中，药学院将继

续在双创的时代舞台上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

药学院：创新创业正当时 人才涌流聚合力
王 静 段军毅 周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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