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现技术成果转化，打造企业服务中心 
 

曹红卫 

 产学研结合是进

行科技创新的有效举措，

是增强学院自主创新能

力的必然要求。学院科协

积极发挥专业优势，大胆

创新，把学院的创新技术

转移到企业和社会，转化

为生产力。 

一、政策研究，服

务政府 

学院管理系成立了江阴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承担了多个研究项目。如为市

政府在制定“十二五”规划和新的一年计划中提供重要依据：为市经贸局提供江

阴国际化发展思路研究；为市发改局提供江阴创新型发展研究两个项目的研究；

为市科协起草了江阴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十二五”规划；为市政府进行提升江

阴城市能级研究、提高江阴市民的消费品质研究等。学院还与市地税局合作，由

钱红院长领衔的《江阴地税文化的实践与研究》顺利结题，该课题的研究经费达

13.9 万元；计算机系为科技局开发了《江阴市中小企业数据库备案系统》；体育

部沈震老师与体育局合作，进行“江阴市成人体质状况动态变化趋势及对策研

究”，该项目被立为 2012 年江阴市科技三项经费项目，获得了 5万元的研究经费 

二、技术创新，服务企业 

我院每年都参加“江苏省教授博士柔性下企业”，倪红等 9 位老师分别被企

业聘为总经理助理、副总工程师等，在企业的产品升级、市场开拓、技术攻关起

到了重要作用；管理系周凤山主持的“窗口行业服务质量进行现场考评”项目一

期已经完成，到账经费 8万元；机电系教师许洪龙积极参与华宏集团的项目开发，

一年多时间完成了 2项大的项目，为企业申请了 3项发明专利；佘昉为江阴市锦

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设计窗帘饰品 3D 打印；董元源的发明专利高强度高塑性高

阻尼锰基记忆合金及其制备方法转让给无锡市科虹标牌有限公司，专利独占许可

4 年，转让费 10000 元；赵宽的发明专利“提高叶绿素铜钠盐染棉织物耐日晒牢

度的方法”转让给江阴市诚金纺织有限公司专利使用，转让费 3000 元。四年中，

学院共完成横向项目 104 个，到账经费 111 万。 

三、借力打力，服务社会。 



艺术系的周箭老师拍摄的微电影《撞车禁》在江阴电视台播放，同时获得

“2013 年度江阴市厂会合作奖”、“2013 年度无锡市厂会合作奖”。目前，他又与

市文化馆、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合作，对江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个体手工技艺类项

目进行纪录和研究。刘文君、陆红霞的社区实验项目获得教育部立项。季贤主持

的《社区教育队伍专业化建设研究》立项为 2013 年度江苏省社会教育“十二五”

规划课题。校医周红喜与江阴市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合作，研究同伴教育对高职

院校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态度、行为影响的研究。 

四、技术开发，服务部队 

学院教师还发挥专业特长，为九五部队解决科技实战训练问题。计算机系何

隽老师为部队开发了“中央空调分布式训练考核建模仿真系统”，得到了部队的

认可。计算机系包芳教授参加了市科协的“科技送军营”科普活动，到九五部队

为官兵做了一次题为“前沿信息技术”的精彩讲座，获得官兵一致好评。 

五、技术咨询，服务农村 

管理系佟磊老师为江阴市顾山镇漍东村制定了“十二五规划”，2012 年“江

阴市村级经济转型与升级”被评为“无锡市 2012 年度厂会合作二等奖”。今年，

她又进一步为漍东村研究“村级经济创新能力的提升与县域经济转型研究”。体

育部何建东教授深入农村，《农村体育旅游的研究》被立为 2013 年江阴市三项经

费项目，获得 5万元的研究经费。谭震皖、许晓琴主持的《农村‘三集中’发展

战略下的体育文化构建》、《苏南镇村“10 分钟体育健身圈”实地研究》分别被立

为省体育局 2011、2013 年度研究课题。 

就这样，在“政企校结合、产学研合一体”的道路上，学院结合市场，大胆创新，

走出了一片新天地。 

 

 

 

 

 

有志者，事竟成 
       参加”第十届博创杯全国大学生嵌入式物联网设计大赛”有感 

 

                     魏亮  王帅 

 今年 9 月，我们在杨立志、苏春芳老师的带领下，参加了第十届博创杯全国

大学生物联网设计大赛，并获得了高职组特等奖。 

 当老师决定组建团队参加比赛时，我们每个队员都既激动又紧张。我们参赛



的项目是“小区安防监控机器人”，这是由我们计算机系机器人工作室开发的成

果，是一种能够代替保安人员在小区内规定的路线上完成巡逻和监测任务的机器

人。 

接到任务的那天，我们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模式，除了上课、吃饭、睡觉，

其余时间就整天呆在工作室里做项目。每晚，我们都要等到保安大叔来撵人才离

开工作室，回到宿舍还要写代码、想算法，等到了第二天接着调试。我们没什么

做项目的经验，要不断地改代码和尝试新的算法，以达到所需 好的结果。就拿

电子罗盘这个传感器来说，在老师带领下，我们研究了四个星期才找到获得在误

差允许范围内的角度值。无线 WIFI 联通，命令下发成功，工作模式、学习模式

成功使用……一个个功能的成功实现是以一次次失败作为铺垫的，充满了艰辛的

努力。指导老师们付出的努力也是巨大的，因为经费不足老师自己掏腰包，假期

依然陪我们一起调试机器人，晚上和我们一起熬到保安锁门的时候。每天见到老

师，他们的眼睛总是布满血丝。组装调试时，因为底盘较低不便于观察，老师们

经常爬在地上观察着变化。他们的表现也感染了我们，原来挑战也是一种乐趣。 

华东赛区初赛在浙江农林大学举行。到达浙江时天已渐黑，我们没有休息，

因为机器人还处于零散状态。晚上在组装试跑中，我们又一次发现了错误。我们

不断地测试、烧写，不断地对比着数据信息，老师们也努力为我们提供解决的方

法，终于将开启关闭图像这一难关解决，这时已经是凌晨四点。 终我们获得了

高职组的初赛第一名。回到学校，我们继续加紧对相关功能的修改和增加，终于

在北京总决赛中获得了好成绩。 

在评委宣布我们队获得特等奖时，老师笑了，我们也笑了。我们的努力没白

费，那些熬过的夜、黑着的眼圈、早起找 BUG 的早晨……都成为了我们生命中珍

贵的回忆。通过这次比赛，我们明白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懂得了只要努力，就可

以缩小与本科生之间的差距。有志者，事竟成。如果有下次参赛机会，我们会更

努力，争取有更高的突破！ 

 

  

 

 

 

 

 

军训有感 
 



                             14 会计 1班  蔡霜 

   翻开我大学生活的第一页，迎面而来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军训。 

   军训第一天,一位皮肤黝黑的军人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就是来自 73055 部队的

陈教官，有着健壮的体魄和强大威严的气场。 

   陈教官一声令下：“立正！”，军训便正式开始了！我们都迅速站好，拿出

懒散了一个暑假后的 佳状态，但是，“你们做的都是错的，必须两脚跟并拢，

脚尖成 60 度。腰板挺直，小腹微收，双臂自然下垂……” 教官边说边给我们示

范着，看似简单的“立正”，原来做起来也有那么多的注意点。我们按着要领一

一做来，“腿绷直，不要笑”，“手贴好”，教官用他的笔轻轻纠正着我的动作。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过去了，火燎燎的太阳就悬在我们斜上方，晒得我们

的半边脸红通通火辣辣的。幸好在之前的假期打工时，我一直都是站着上班的，

所以此刻站军姿还算轻松。教官一直在鼓励我们：“坚持住！忍住忍住！”终于

每个同学都圆满完成了任务。这一天在汗流浃背中过去，回到宿舍，我们往床上

一趴，一动也不想动了，但心里却感到很充实。 

训练摆臂与踢腿的时候，教官采用“一步一动”的方式训练我们。一声令下，一

脚和一手摆出来，一定格就是大半天，这下我们可切身体会到当兵的辛苦了！一

开始，我们始终无法做好，所以别的方队已经在休息了，我们仍一遍一遍地练习

着.骄阳似火，我们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后，我们终于做出了整齐划

一的动作，大家也更加团结了。 

很快，标兵诞生了，是二班的赵琪同学，她做起来真的很有女兵的范儿。陈教官

问：“还有哪位同学自告奋勇上来带兵？”一阵沉寂后，我们班的陆佳园勇敢地

报了名，全班都热烈鼓掌。自此，陆佳园便开始了比我们更辛苦、更高难度的训

练。两个标兵女生在大太阳下昂扬自信地踏好每一步，她们的毅力和不怕苦的精

神，为我们接下来的训练打了气！由于我高中时请假没有参加军训，所以这次训

练总是出错，但在教官的鼓励下，看着同学们在烈日下倔强的身姿，我不断告诉

自己“一定要做好呀！”慢慢的，我终于学会了走军步！  

   原先以为这十几天会无比漫长，但一晃眼却已经成为了回忆。华西村吴协

恩书记对我们说：“生命不等于呼吸，重在精神的延续！”是的，军人优秀的品

格、坚定的意志以及团结、奉献的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这段流金的时光，会被

我们一营一连永远铭记！  

 

 

 

 



 

 

我为盲人讲电影 
 

                            13 文秘 孙梦珠 

   我很幸运，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很开心，能为盲人讲电影。 

   这学期初，我参加了一场公益活动——“我是你的眼·我为盲人讲电影”。这

是由“爱心向前走公益社”举办的一场公益活动，帮助盲人朋友走进电影院，圆

一场看电影的梦想。 

那天，我们早早地来到了电影院做准备工作，等候即将来到的盲人。这次播

放的影片是《黎明之眼》，通过主人公秋山和美对在慰安所的惨痛经历和所见所

闻的回忆，向人们展示了一段真实惨痛的历史。由于电影中出现了大量的日文及

英文对白，盲人们看不见中文字幕，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成为盲人们的眼睛，把

字幕读给他们听。 

我陪伴的盲人是一位衣着整洁朴素的男子，他虽然有眼疾，但脸上还是露出

微微的笑容。刚开始我有点拘束，不知道如何去和他交流。也担心交流过程中是

否会出现令他伤心的话语。但是慢慢地，我却惊讶地发现他是那么的坚强。看电

影的时候，不知道是由于紧张还是激动，他的手一直是放在膝盖上的。他认真地

聆听着电影的对白，我低声地为他讲解着影片的内容，他不时会心地点头，时而

微笑，时而严肃，就像我们平常人看电影一样。 

影片结束后，在交流中我得知，他花了好多年来治疗他的眼睛，期间想过放

弃，内心的苦恼与焦虑也无法与他人诉说。但是，他说现在得到了别人很多的鼓

励与帮助，更重要的是，他明白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活着就要为社会做点事情，

所以他现在是一位盲人按摩师，通过自己的劳动，乐观地生活着。 

    听他说了这些，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尚在校园里的我们，身体健康，精

力充沛，却经常在遇到一点困难的时候就会逃避，不敢去面对，不敢担当，有时

做事半途而废，没有坚持到底。现在看到这些盲人朋友都在乐观地面对生活，那

我们就更应该积极乐观地去体验生活的酸甜苦辣，去享受成功后的乐趣。 

   和盲人告别时，我询问他的联系方式，因为我觉得能和这样一个乐观的人交

朋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令我诧异的是，他并没有直接告诉我联系方式，而

是问我：“你愿意继续帮助我吗？”我郑重地告诉他，会一直尽自己的力量帮助

他。我想，从今以后，遇到弱势群体时，我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哪怕只是

提供一点微小的帮助！ 

 



 

 

近期，学院“青年书社”在化纺系底楼正式开放，吸引了不少学生前来阅

读、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