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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工作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
哈尔滨，对赵忠伟老师来说，不
是那么容易的决定。然而多年来
往返于哈尔滨与山东青岛、潍坊
等地之间，山东独具特色的齐鲁
文化和山东人仁义淳朴的优秀品
质，早已深深吸引了对齐鲁大地
心存向往的赵忠伟。

山东省潍坊市寿光是全国闻名
的“蔬菜之乡”，其蔬菜产业正走
向转型升级。潍科立足寿光的蔬
菜产业发展实际，积极推进“新
农科”建设，培育设施农业优势
专业集群，加大了对农学高层次
人才的培养引进。成绩斐然的赵
忠伟老师也收到了潍科抛来的橄
榄枝。寿光“中国蔬菜之乡”的
美誉与发展前景，潍坊科技学院
这所“年轻”院校的独特魅力，
以及对现代农业的研究志趣，引
导他离开了生活二十多年的哈尔
滨文庙街，来到数千里外的寿光
文庙街，成为了潍科大家庭中一
份子。

来到潍科后，他很快适应了地
域文化的差异，顺利融入到学校
浓厚的科研氛围中。他说，三十
余岁的潍科“芳华正茂”，校内教
师大多也是充满活力的青年才
俊，这种无处不“青春”的校园
气息，让他有一种年龄上的紧迫
感和学术上的压力感。

学校重视人才，人才成就学
校。长久以来，潍科不遗余力为
高层次人才创造研究条件。除提
高人才待遇、提供一定经费外，
学校领导还亲自带队与企业对
接，为高层次人才服务地方提供
便利，全方位做好高层次人才服
务工作。“学校为实现人才强校展
现出的胸怀和诚意，让我们可以
毫无后顾之忧投入教学、科研和
辅导学生创新创业等各项工作中
去。”赵忠伟说。

栉风沐雨，一路高歌。三十余载同心同向，春华秋实筑梦前行。在高质量发展的路
上，潍坊科技学院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守初心，担当
使命，坚定不移向全国应用型特色知名高校迈进。知来路以鉴今，明当下以致远，三十
八年发展中，潍科在一代代先行者知道、行道、贡献、奉献下，已奠定坚实的发展基
石。未来前行的路上，在一支开拓奋进、德才兼备、勇毅前行的高素质师资队伍加持
下，“青春”潍科也必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写好新时代办人民满意大学的奋斗答卷。让
我们共同见证潍科校园里同心筑梦的强师风采。

初心不改
从宽严并济到但求耕耘

赵忠伟有十多年的研究生指导经验，目前
仍兼职硕导工作，已培养近六十名硕士毕业
生。在研究生指导中，他始终坚持严中有爱的
原则。在学习、学术上对学生严格要求，一严
到底。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不仅关系到导师的职
业发展，甚至可能影响学校硕士点的存亡与发
展，丝毫不能放松。他的硕士生学业多年来名
列前茅，意向读博的学生均获得了免试资格。
有研究生想考公务员、注册会计师，他就会为
他们制定明确的学习规划，严格督促学生达成
目标。在学术上，他要求有意向继续深造的学
生必须撰写期刊论文，坚决贯彻学术规范，绝
不能有学术不端行为。他指导的多名研究生因
学术成果突出被免试推荐到大连理工大学、哈
尔滨工业大学、加拿大圭尔夫大学等名校攻读
博士学位。

“以人格影响人格，以心灵感染心灵”，在
他眼中，教育的真谛莫过于此。“导师是学生效
仿和学习的对象，导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都有
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在学术交流上，他坚持
与学生以尊重为前提平等对话。在生活上，赵
老师对学生更多的是关心、关爱。“教学是一份
良心活，看得见的回报也许很低。但那些看不
见的回报，尤其是来自于学生的尊重、敬爱，
就更加难能可贵，更值得热爱与珍惜。”因为这
一份热爱，他主讲过的六门课程有三门被评为
省级或国家精品课，编写的八部教材有五部获
得校级或省级立项，指导的学生创业社团成为
国内唯一一支连续十年晋级国赛的团队，多次
获得校十佳班主任、省、校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赵忠伟为人温厚谦
和，从不斤斤计较；工作兢兢业业，始终任劳
任怨。“做一项工作只是为了谋生，这项工作就
只是你的职业。做一项工作是因为喜欢，这项
工作就是你的事业。”他把教书育人这项平凡又
神圣的工作，当做了终生的事业。学海无涯，
唯有求索，师者无彊，唯有笃行。站在潍科的
新舞台，他将继续坚守初心，与年轻的潍科共
同成长。

来源：潍坊科技学院宣传部、经济管理学院

“做科研，既要‘抬头看山’，更要‘脚下
看路’。”赵忠伟是管理学博士，在原单位最初
以硕士生身份留校任教。任教过程中，学校职
称评定等政策越来越向科研倾斜。赵忠伟从校
级课题做起，从没有经费支持的课题做起，从
寻找课题组成员做起，一步一个脚印，不断提
升自己的科研水平，“做科研不能急于求成，

‘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一定要把工作做在
小处、实处。”在这种科研精神的鼓舞下，赵
忠伟在留校的三年后发表了第一篇高质量C刊
论文，之后也开始独立主持省级课题。

脚踏实地做科研的精神，让赵忠伟的科研
之路越走越宽。他参与过的很多课题都是涉及
国家、区域宏观战略领域，而这类宏观层面的
课题，更需要以脚踏实地的拼劲做好基础调
研。他曾经参与了一项军民融合方面的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需要在八个月内上交智
库报告。在如此紧急的要求下，课题组在短时
间内走访深圳、北京、青岛等6个城市，对典
型企业、科研院所、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等进
行实地调研，走访100余家军工企业，调研了
30余家军工院所，发放问卷500余份，组织会
议、学术论坛8次，最后撰写出的研究报告受
到了评审专家和上级部门一致好评。

来到潍坊科技学院后，赵忠伟进入“新时
代乡村振兴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院”工作，一
边进行日常教学，一边开展对寿光现代农业的
深入调研。面对这个区别于企业管理的特色新
领域，他重新做回了“小学生”，虚心向学校
专家学习，查阅相关文献，积极参加研究院组
织的各种调研和研讨会，迅速向研究农业企业
的经营管理转型。寿光的蔬菜产业在全国范围
内有着典型意义，其转型升级也备受关注。寿光
已经拥有一条较完善的蔬菜产业链，这条产业
链上涉及的企业更是数不胜数。他们有着各自
的特点，对于发展也有着各自的需求。农业经营
主体的发展现状如何？他们面临着哪些问题与
挑战？如何解决问题与应对挑战？这一系列疑问
萦绕在他脑海中，推动他去调查，去思考。

截至目前，他已经走访调研了寿光不少地
方。从现代农业园区、专业合作社，到菜农的
大棚里，都留下了他的脚印。通过不断走访，
他对寿光蔬菜产业的印象也越来越清晰。“寿
光的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这么多年，在现代企业
管理制度、财务制度、风险管控机制等方面仍有
很大发展空间。”随着调研的深入，他不断写出
了一篇篇高质量的研究论文，有的文章入选了第
二届寿光模式与乡村振兴研讨会论文集。同
时，他带领学生撰写的调研报告得到多家部门
的采纳和应用，获得山东省“挑战杯”学术作
品大赛的特等奖，被多家媒体报道与转载。

心栖梦归处 不负韶华年
赵忠伟：

脚踏实地
从工业领域到希望田野

跨越千里
从“文庙街”到“文庙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