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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和山东航空学院来了

两所高校拟更名，为啥它们能行？

记者 赵清华
通讯员 李英杰 李帅毅

7月30日上午，山东省残疾人
联合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济南开
幕。山东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
邹斌芳代表省残联第七届主席团
作了工作报告。

山东是人口大省，现有持证
残疾人265 . 6万人，位居全国第三。
五年来，全省49 . 5万名建档立卡残
疾人如期脱贫；全省为680 . 4万人
次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为
80 . 1万残疾人适配辅具；全省累计
培训残疾人20 . 48万人次，组织专
场招聘会近800场次，机关、事业单
位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 1 . 2万
人……多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精准康复 免费救助

残疾人生活有保障

17岁的于豪杰是菏泽东明刘
楼镇刘店人，自幼患双侧马蹄内
翻足，无法正常行走。因家庭经济
困难，没有接受过正规治疗，学会
走路后一直用膝盖跪地行走或爬
行。

2022年，当地残联筛查发现
于豪杰的病情，为他申请救助，在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进行了手术
治疗。术后治疗1个月后，他尝试
使用扶助行器行走，4个月后便能
够独自站立行走了。“真没想到家

里都没花钱，在残联的帮助下我
们家孩子的病就给看好了。”于豪
杰的家人激动地说，孩子手术总
费用7万余元，先由医保报销，其
余费用由救助资金全额兜底承
担。

于豪杰的康复只是山东省健
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帮助残
疾人康复的一个缩影。全省聚焦
最需要帮助和最有康复价值的残
疾儿童群体，将儿童救助摆在首
要位置，连续5年纳入省重点民生
实事。

山东省在全国率先建立完备
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及配套
政策体系，对符合条件的0-17岁
残疾儿童免费救助。探索残疾儿
童“医疗+康复+教育”模式，推动
儿童康复项目纳入医保，定点机
构儿童享有特教生均经费，实现
救助资金、医保基金、特教经费三

重政策叠加，进一步减轻儿童家
庭经济负担。

五年来，全省为680 . 4万人
次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为
20 . 9万人次残疾儿童提供康复
救助，为80 . 1万残疾人适配辅
具，残疾人康复服务率和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总量位居全国首位。

稳就业 保民生

残疾人生活得更体面

6月28日，在山东省残疾人就
业专场招聘会上，被求职者包围
的山东麦德森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招聘经理耐心地向大家介绍，理
疗师、档案数字化文员、排版设
计、医学编辑等几乎所有的岗位
都招收残疾人，而且没有人数限
制，同等条件下，残疾人优先录
用。另外，残疾人职工额外享有

200-500元不等的补贴。
五年来，全省累计培训残疾

人20 . 48万人次，组织专场招聘
会近800场次，机关、事业单位带
头安排残疾人就业1 . 2万人，“帮
富”“帮扶”残疾人公益性岗位安
置8 . 7万人，帮助3503名高校残
疾人毕业生实现就业，全省城乡
残疾人新增就业20万人，越来越
多的残疾人实现平等就业、体面
就业、高质量就业。

五年来，山东省完善特殊教
育融合发展机制，基本形成以随
班就读为主体、特教学校为骨干、
送教上门和远程教育为补充的办
学体系，为残疾儿童少年提供15
年免费教育，义务教育入学率高。

“一人一策”精准帮扶高校残疾人
毕业生就业，2022年应届高校残
疾人毕业生就业率高。

五年来，山东省建立残疾人
两项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两
项补贴和“阳光家园计划”实现政
策叠加，推动成年无业重度残疾
人单独施保，180万名残疾人享受
两项补贴、55万名残疾人享受低
保；社会保险覆盖面逐步扩大，
137万名残疾人参加意外伤害保
险。健全困难残疾人托养服务体
系，为11 . 5万名残疾人提供托养
照护服务。

残健融合 平等参与

残疾人生活得更精彩

济南市代表团的钟倩说，她

第一次走进山东会堂是在2013
年，作为山东省唯一一名残疾人
百姓代表参加山东省政协十一届
一次会议，关注的提案是《残疾人
无障碍设施亟需立法》，当时还被
全国政协委员带上了全国两会。
而就在今年6月底，无障碍环境建
设法获表决通过，将于9月1日起
施行，她感到很欣慰。

五年来，残疾人参政议政渠
道更加畅通，560名残疾人、残疾
人亲友和残疾人工作者活跃在各
级人大、政协，为残疾人事业发展
建言献策。残疾人受教育水平不
断提高，残疾儿童少年从学前到
高中15年接受免费教育。

五年来，残疾人文化体育活
动广泛开展，持续推进残疾人文
化进家庭“五个一”活动，成功举
办第十届全省残疾人艺术汇演和
第十届、十一届省残运会，积极参
加东京残奥会、北京冬残奥会等
重大赛事，均取得历史最好成绩。

五年来，全省广泛开展自强
模范和助残先进评选表彰，我省
35名个人、20个集体受到国家表
彰，是受表彰最多的省份。林业英
雄孙建博、全国五四奖章获得者
王勇、东京残奥会冠军贾红光、残
疾人漫画师丁姣等一大批身残志
坚的典型，激励着广大残疾人自
强不息、顽强拼搏。

据邹斌芳介绍，接下来的五
年，山东省将牢牢把握残疾人事
业发展新任务，凝聚合力推动残
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五年来，山东残疾人事业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多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精准康复 免费救助 山东省残联为残疾人书写温暖答卷

大众日报记者 李振兴

更名备受关注

一个是学院升格大学，一个
是学校更名，为何如此受关注？

对于前者来说，无论是从公
众认知层面，还是从实际办学层
面，学院相较于大学，在学校规
模、学科与专业建设、师资队伍
及软硬件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
距。从结果来看，这将影响考生
对学校的认可度及报考意愿，对
于高校来说，除了生源质量外，
师资质量及科研实力也会受到
一定影响。

对于后者来说，从滨州学院
更名为山东航空学院，也是对学
校声望的一次提高，也让学校优
势特色更加突出，在一流学科建
设及生源方面会更加具有优势。

滨州学院航空有积淀

那么，如此显而易见的好
处，为何花落潍坊医学院和滨州
学院？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
滨州学院官网显示，早在

2016年，学校便召开“滨州学院
更名论证会”，拟将“滨州学院”
更名为“山东航空学院”，以此为

目标制定并实施“三步走”战略。
可以说，为了此次更名，滨州学
院早已做好准备。

从办学实力上，滨州学院在
航空领域拥有雄厚的实力。据学
校官网介绍，2006年，滨州学院设
置飞行技术专业，成为全国首家
培养飞行员的地方普通本科高
校，填补了山东省航空学科高等
教育空白。多年来，滨州学院潜心
钻研，不断完善航空教育体系，提
升航空教育水平。现有5个航空类
二级学院，面向航空领域培养人
才的专业占学校总专业57 . 3%，
累计培养各类航空人才7300余
人，其中600余人升任机长，培养
了山航近70%的飞行员，是我国

六大航空人才培养基地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滨州学院此

次更名的公示，也有着公众舆论
的身影。此前高考志愿填报阶
段，考研界名师张雪峰在直播
中，曾向一位家长推荐了滨州学
院机务工程专业，并透露该学院
将改名为山东航空学院。张雪峰
甚至跟家长打赌：两年以后同样
的分数就上不了这所学校了，因
为它马上要改名叫山东航空学
院。随着该视频的爆火，滨州学
院要更名的消息也在网络上得
到广泛传播。

潍医升格得益于扎实稳健

再看潍坊医学院，它的升格
得益于其扎实稳健的办学理念。
根据官方介绍，学校秉承“乐道济
世”的校训，坚持建设特色鲜明、
国内知名的高水平医科大学，并
致力于培养品德高尚、业务精湛，
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人文
情怀和实践能力强的高素质应用
型人才，形成了“重医德、厚基础、
强能力”的人才培养特色，培养了
以谢立信、于金明、王睿3位院士
为杰出代表的15万余名优秀医学
人才，打造了“下得去、用得上、干
得好”的人才培养品牌。

在办学实力上，潍坊医学院
拥有100多年的办学历史，1958
年开始本科教育，1986年成为全

国第三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1998年获留学生招生资格，2012
年获批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
人才培养项目单位，2019年“健
康中国背景下重大健康风险预
测与治理策略”研究项目获批招
收博士后研究人员资格，博士
生、硕士生、本科生和留学生等
教育层次齐全。拥有全国卓越医
生教育培养计划项目试点高校、
山东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首
批支持单位等多项荣誉。

在学科应用领域，潍坊医学
院临床医学学科位列ESI全球前5
‰，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位列ESI
全球前1%，还牵头四个省级协同
创新中心，在重大社会风险预测、
组织工程与修复重建、靶向药物
递送、肿瘤精准诊疗等领域独具
特色，产生了一批标志性成果。

从宏观整体来看，这两所院
校均是在学科应用领域具有鲜明
特色和突出优势的高校，也符合
山东经济发展和教育方针政策。
早在2021年，山东省教育厅、山东
省财政厅便对应用型本科高校建
设出台相关意见，要求推动应用
型本科高校转变办学思路，更好
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此次省教育厅对上述两所学
校的升格、更名，可以说是对此前
政策的有效落地，而对两所学校
而言，则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7月31日下午，
山东省教育厅发布

《关于拟申报高校
设置事项的公示》，
对拟向教育部申报
的潍坊医学院升格
更名为山东第二医
科大学、滨州学院
同层次更名为山东
航空学院两个事项
予以公示。

滨州学院将更

名为山东航空学院。

济南如康家园为残疾人提供日常服务。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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