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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要闻 

2016 年全校科研工作中期推动会召开 

9月 22日上午，学校 2016年科研工作中期推动会在滨海中校区

逸夫楼会议室召开。校长韩金玉出席会议并讲话，副校长路福平主持

会议。 

韩金玉在讲话中指出，学校科研总体目标明确，要进一步充分认

识科研工作在有特色高水平科技大学建设中的重要支撑作用。科研工

作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支撑，全校科研工作要

紧紧围绕学校发展整体目标，借助天津五大战略叠加的机遇将科研各

项工作落到实处。他强调，要认清形势，认真学习领会全国科技“三

会”精神，进一步拓展科研发展空间；要加强科研人才队伍建设，提

升科研和社会服务能力；要进一步营造健康向上的科研创新氛围，扎

实推进“十三五”综投计划，努力实现科技创新的新突破。 

路福平在会上指出，学院要积极关注科研人员和科研工作动态，

加强与职能部门、科研人员的交流与沟通，学习传达有关科研政策和

相关变化；要组织好研究力量，充分利用好各种资源，加强内涵建设；

要发挥好学校文献信息资源作用，进一步研究方法创新；要进一步深

化科研领域综合改革，建立以创新和质量为导向的科研评价机制。 

总会计师、财务处长李福星对《天津市关于督促各单位加快 2014

年财政专项资金执行进度的通知》进行了解读，并介绍了学校招投标

管理中心运行情况。 

会上，科技处、社科处分别总结汇报了上半年科研工作任务完成

情况和当前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并对下半年工作进行部署。

海洋与环境学院、机械工程学院、食品工程与生物技术学院、生物工

程学院、化工与材料学院、造纸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就本单位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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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完成情况及下半年工作举措作交流发言。各学院（部）科研院长、

各科研平台主任、科研秘书及科技处、社科处全体人员参加会议。 

我校三项专利获 2016 年天津市专利优秀奖 

近日，从天津市知识产权局获悉，由我校化工与材料学院邓天龙

教授等发明的“一种室温无机相变材料的制备方法”（专利号：

ZL201110232156.9）、生物工程学院路福平教授等发明的“一种耐高

温高碱木聚糖酶及其基因、工程菌和制备方法”（ZL201210470064.9）、

食品工程与生物技术学院李喜宏教授等发明的“高膳食纤维的浓缩红

薯清汁生产方法”（ZL201010285665.3）三项专利荣获 2016年度天津

市专利优秀奖。这是我校自 2014 年以来连续第三年获得天津市专利

奖。 

据统计，近三年来我校荣获专利奖 7 项。其中，2014 年获天津

市专利金奖 1 项；2015 年获第十七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1 项，天津市

金奖、优秀奖各 1 项，2016 年获天津市专利优秀奖 3 项。从专利奖

获奖类别和数量来看，我校在天津市所有高校中排名第二，市属高校

中名列第一。 

专利奖的获得，是学校长期以来大力推动实施“强校计划”，深

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效成果。作为国家专利

协同运用试点单位和天津市专利试点单位，学校将继续通过加强专利

管理和专利布局、完善制度建设，推进产学研合作等途径，不断提高

自主知识产权的拥有量和质量，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推动知识产权创新创业，为实现学校科技繁荣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我校三名教师、一个科研团队入选第三批天津市 

创新人才推进计划 

日前，从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获悉，我校三名教师、一个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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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入选第三批天津市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入选名单分别为：“中青

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海洋与环境学院孙军教授；“青年科技优秀人

才”生物工程学院马龙教授、生物工程学院刘逸寒副教授；“重点领

域创新团队（A类）” 生物工程学院“工业微生物与发酵技术创新团

队”（负责人王敏教授）。 

根据《天津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及国家

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实施方案》，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于 2013

年 11 月组织实施了首次天津市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到目前为止，我

校共有四名教师入选“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四名教师入选“青

年科技优秀人才”，两个科研团队入选“重点领域创新团队（A类）”。 

“天津市创新人才推进计划”，旨在通过创新体制机制、优化政

策环境、强化保障措施，培育和造就一批高水平的国家级创新人才、

创新团队和创业人才，引领和带动我市科技人才的发展，为提高自主

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城市和加快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

才支持。 

简讯 

1.我校 30个项目获 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其中，面上

17 项、青年 13 项，资助直接经费总和为 1313 万元。按学院立项包

括：生物学院 13项、海洋学院 5项、食品学院 3项、化工学院 3项、

理学院 2项、造纸学院 2项、电信学院 1项、计算机学院 1项。 

2.我校 2 个项目获 2016 年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绿色通道项目，

其中，化工学院 1项、食品学院 1项。 

3.在 2016 年天津市科技进步奖评审中，我校化工学院唐娜教授

等申报的“海水淡化浓海水制盐及制溴产业化关键技术”项目获得天

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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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6年 1-10月，理工类学院到校科研经费总计 7527.9万元，

其中纵向经费 5267.3万元，横向经费 2260.6万元。 

                                                            

科技合作 

我校与四川恒成钾盐化工、中盐院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8月 30日下午，我校与四川恒成钾盐化工有限公司、中盐制盐

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签署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仪式在滨海校

区举行。副校长路福平，四川恒成钾盐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宁军，

中盐制盐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朱国梁，副院长董连福、张德

安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四川恒成钾盐化工有限公司，中盐制盐工程

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我校化工学院、天津市海洋化工技术工程中心

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签约仪式由科技处处长姜涛主持。 

    副校长路福平代表学校向关心支持学校发展的四川恒成钾盐化

工有限公司和中盐制盐院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等情况。他谈到，我校制盐与盐化工学科专业历史悠久，与行业企

业合作渊源深厚，素有“盐业黄埔”之美誉。希望三方以此为新的合

作契机，共同努力，实现协同创新、合作共赢，进一步提升科研水平，

推动学科发展，为行业和企业发展做贡献。 

    四川恒成钾盐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宁军介绍了企业的历史、现

状以及产学研发展情况。他指出，科技大学科研能力突出，成果丰硕，

期望能为企业切实解决关键技术难题，助力企业科技创新。 

中盐制盐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朱国梁介绍了三方合作

的长远愿景，希望三方加强交流，进一步提升产学研合作水平，实现

协同发展，力争早日共同实现新产品、新技术的产业化。 

此外，我校与四川恒成钾盐化工有限公司还签署了“地下卤水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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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元素提取关键技术”科研合作协议。 

                                                            

学术交流 

我校承办“2016 全国盐业创新发展论坛” 

为推进盐业体制改革，助力盐行业转型与创新发展，10月 18-20

日，由中国盐业协会和中国盐业总公司主办、天津科技大学和中盐（天

津）盐化科技信息有限公司承办、大连盐化集团等多家企业协办的

“2016全国盐业创新发展论坛”在滨海新区隆重召开。 

  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高延敏、中国盐业协会理事长茆庆国、

中国盐业总公司副总经理万建军、天津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王学魁出席开幕式。来自全国 30个省市 144家企业和研究院所 350

余位负责人、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盐业发展大计，同谋盐业创新

发展未来。开幕式由化工与材料学院院长唐娜主持。 

中国盐业总公司副总经理万建军代表中国盐业总公司论坛的召

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盐素有生命之源、百味之祖、“化工之母”

的美誉，上关国计,下系民生。今年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专营行

业将面临改革，相信在与会人员的精诚合作、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

紧紧抓住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开拓进取,砥砺前行，不断开创中

盐发展新局面。 

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王学魁指出，当前我国制盐行业面临着行

业集中度低、体制机制僵化等问题，如何更好地推进盐行业及相关产

业材料、技术升级转型，构建更加有效的新型市场化食盐供应体系，

满足社会公众对气候变化、环保问题的日益关注已成为亟待面对的现

实问题。近年来，滨海新区开发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已经成为天

津乃至全国开放力度最大、思想最为解放、经济社会发展最前沿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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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希望本次论坛乘着改革创新的东风，从滨海新区这座充满创新活

力的新城出发，以改革创新为引领，走向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未来。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信息化研究与促进中

心主任周剑博士做题目为《信息经济的主攻方向——智能制造》的报

告，中国盐业协会秘书长宋占京阐述了盐行业“十三五”发展指导意

见，化工与材料学院院长唐娜教授为大会作题目为《欧美盐行业市场

发展历史及现状》的报告。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大会还分别进行了题为“食用盐技术与发

展”、“盐业装备与产品包装”、“新材料与新技术”、“盐业转型与供给

侧改革”四个专题报告与研讨。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盐行业发展的创新，要増品种、重质量、

创品牌；要运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以及数据信息实现中国盐行业的

智能制造；要注重制盐相关行业的新材料新技术引领产业链的发展与

转型升级。与会专家们报告中对于欧美盐行业市场发展历史及现状、

我国盐业运行及发展现状等的深刻剖析，为中国盐业供给侧改革提供

参考和借鉴。 

天津市食品产业产学研科技创新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10月 21日，由天津市滨海新区科学技术协会和天津市食品学会

主办，天津科技大学和天津北方技术市场协办的“天津市食品产业产

学研科技创新研讨会”在我校滨海中校区图书馆第二报告厅召开。天

津市食品学会理事长、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润兰，天津市科

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白景美，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学会部部长张新智，

天津市滨海新区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窦克忠，我校副校长

路福平出席会议。 

路福平副校长致欢迎辞，代表学校对参会的领导、企业家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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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希望通过研讨加强食品企业与科研人员的深

入沟通交流，汇聚科技创新要素、整合科技资源，共同推动天津食品

行业转型升级，促进京津冀食品产业领域健康快速发展。 

天津市科协副主席白景美在大会上讲话，对研讨会的顺利召开表

示祝贺。他指出，研讨会为天津市食品领域的企业家和科研工作人员

搭建起良好的交流合作平台，双方可以共同解决企业面临的技术难题。 

天津市食品学会理事长、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润兰代表

食品学会对天津市科协、滨海新区科协和天津科技大学的支持表示感

谢，强调天津市食品学会将继续发挥有影响力的专家多、会员分布面

广和团体向心力强的优势，更好地为天津食品行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贡献。 

来自天津市食品领域的企业家和专家 200 余人参加本次研讨会。

大会通过报告与成果展示等多种形式，促进食品领域交流与合作，推

动科技成果的转化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