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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国博士后学术论坛在山西省太原理工大学举行

 15日，以“绿色能源、绿色制造、绿色发展”为主题的2019年全国博士后学术论坛在山西省太原理工大学举行。当
前，山西处于从“煤老大”到“能源革命排头兵”的转型发展阶段，与会专家认为煤炭行业正逐渐向智能化方向发展
，要注重科研创新，打好一场“无硝烟的战争”。

 作为中国重要的煤炭大省和能源基地，当前，山西秉承绿色发展理念，加快能源革命，坚持创新引领，发展了一批
以高端装备、现代煤化工等为重点的支柱型产业，努力建设“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示范区、能源革命排头兵、内陆地
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科技创新助推转型升级，并对能源革命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北大学教授丑修建在进行《青年学者学术持续发展的思
考》主题报告时，将自身的科研经验分享给青年学者，他说：“无创新不学术，中国的科研体系在转变，青年学者要
清醒地认识到，创新不是简单地将他人的东西加以改动就能解决问题，而是要具备引领意识，不按老路竞争。”

 谈及科技突破，太原理工大学教授李立博介绍，要找到关键，重点突破；寻求合作，坚持勤奋科研；把握每个细节
，有开放的思维和勇敢质疑的态度。

 来自山西潞安集团的博士后罗明坤在进行《浅析智能矿山建设与瓦斯智能监控关键技术》学术报告时提出，“随着
采煤技术的持续创新，采煤方法经历了人力、炮采、机采等，逐渐向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是采煤产业发展史的
必然规律”。

 罗明坤认为，现阶段煤矿开采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数据未集中共享和智能分析及风险预警尚未完善等，建立智慧矿
山系统，可促进矿井智能化建设，获取实时数据，加强矿井瓦斯灾害智能应急管理，节省人力，推动集约高效新模式
的形成。

 “开展博士后学术交流是提高博士后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广大学者相互学习，利于营造创新、积极进取的学术氛
围。”人社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副主任王霄介绍，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每年将选择重点领域，资助举办数十场全
国博士后学术交流活动，促进博士后学术活动蓬勃开展。

 据了解，此次博士后论坛举办地太原理工大学拥有117年的办学历史，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性大学，学校围
绕“煤炭绿色清洁高效利用”，在化工、材料、矿业、机械等优势学科上均有所成就。

 1985年，中国开始实施博士后制度，经过30余年的发展，培养了众多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取得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
。此次论坛共有来自全国12个省市、30余所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博士后研究人员，8位博士后分享了自己的科研体
会和学术成果，还评选出6篇优秀博士后论文，为获奖者颁发奖牌和证书。

 “此次论坛为太原理工大学相关学科博士后学术交流搭建广阔平台，学校正在努力研发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推
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太原理工大学校长黄庆学说，希
望博士后群体成为国家创新型人才的骨干力量，共同为国家和地区的绿色能源、绿色制造、绿色发展，做出新贡献。
（作者吴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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