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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高校学报大有用武之地
———《鞍山师范学院学报》办刊实践

陈　欣　张冬冬　刘开源　赵春秀　刘士义
（鞍山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１１４００７，辽宁鞍山）

摘　要　结合《鞍山师范学院学报》办刊实践，阐述了地方性高
校学术期刊依托优势学科，努力打造特色栏目，服务地方经济

建设，更好地发挥学术期刊的作用，进而求得更快发展的做法

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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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师范学院学报》是教育综合类学报，基于学

院是市属本科院校的现实，我们根据本校特点，找准定

位，转变办刊理念和办刊模式，制定了依托优势学科、

打造特色栏目、走与地方科学文化及经济发展相结合

的长远目标，力争突出自己的优势，办成特色学报，充

分发挥高校学报的特殊功能［１］，逐步走上了一条以社

会效益为基础，带动经济效益，又以经济效益促进社会

效益的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２３］。

１　依托优势学科，打造特色栏目

　　为了办出特色栏目，近１０年来，《鞍山师范学院
学报》全面度量、分析了本院的学科特点和优势，并在

学院的重点学科当中，根据学科实力和优势，对化学系

的重点学科———有机化学进行全面打造。采取系列化

组稿方式，有计划、有意识地对这个学科新的科研成果

予以及时迅速的报道。在每期学报上，都保证刊有该

学科教授撰写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论文，以反

映该学科一流的科研成果和新技术，同时以黑体标题

的形式突出其重要性，以此来引领全局，与其他相关文

章一起共同组成了学报特定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栏目。

这不仅很好地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可持续性发展，而且

逐步打造出了具有有机化学学科特色的代表栏目，使

我们的学报具有了一以贯之的学术特色［４］。

特色栏目的创立促进学科发展与进步的成效十分

可喜。随着各方面工作的不断深入，有机化学学科由

原来的一个研究方向逐步发展到现在的３个研究方
向。现已成为在省内具有一定影响的学科，辽宁省化

学会天然产物专业委员会就挂靠在我院化学系。近年

来，该系先后承担了辽宁省国际合作项目、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教育厅项目、鞍山市科研基金项目、横向科研

项目３０余项，科研经费到款额近３００万元。通过１０
余年科研项目的攻关，学术队伍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

平有了质的提高，在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方面直接服

务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还成功承办了１９９９
年的全国有机质谱学术会议和２００５年的全国有机分
析和生物分析学术会议，使有机化学学科在国内的影

响力有了很大提高。

我们办特色栏目的实践，正如中国人文社科学报

学会理事长龙协涛教授所说：“有些高校是普通学校，

有些学报是普通学报，但它们的某一两个栏目却办得

极不普通，形成了鲜明的文化个性和特色，引起国内学

术界乃至国际学术界的强烈关注。这是培育期刊品牌

的可喜开端，是打破千刊一面僵局而凸现独特的＇这一
个＇的生长点，是有望在期刊之林中实现＇万绿丛中一点
红＇效应的必由之路”［５］。

２　促成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

　　教育部部长周济院士曾说：高校必须“以服务求
支持，以贡献求发展”，要通过服务于地方的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来求得地方的更多支持，要通过为地方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来求得自己更快

的发展。科技期刊的作用和价值在于把科学技术转化

为实际生产力，创造比期刊自身更宽广、更长远的更大

的效益 ［６］。鞍山师范学院是市属高校，完全依托于地

区的扶持而发展壮大。在教学和科研方面自然担负着

振兴地方经济的义不容辞的任务。《鞍山师范学院学

报》秉承这一社会职责，在打造特色的过程中，充分考

虑了区位因素，以地方性、地域性的社会经济文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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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要解决的科技问题为自己的特色内容［７］，针对鞍山

地区科研和生产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直接面向经济

建设，介绍具有突破性作用的关键科学技术，在稿件选

取上，注重刊发有创新性及应用背景的密切联系实际

的文章，为科技成果不断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经济

和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８］。

近年来，学报在有机分析与天然产物分析的研究

方面，针对地方经济发展中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连续

刊发了《千山侧柏叶挥发性化学成分分析》《冠心苏合

丸中挥发性成分分析》《汤岗子热矿泥中微量元素的

ＩＣＰ－ＭＳ分析》《双道原子荧光光谱法同时测定饮用
水中的砷和汞》《柞蚕蛹蛋白的提取与分析》等论文，

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些论文利用有机分析与分离技术

为鞍山制药有限公司解决了北豆根生物碱的提取问

题，研制了天然大蒜浓缩滴丸，为鞍山自来水公司解决

了饮用水中有害微量元素的测定问题，利用低温提取和

分离技术为辽宁龙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发了４
个系列、１７个品种的功能性饮品，价值达２亿元人民币。

南果梨是鞍山地区的地方特产之一，但由于储藏

和加工过程中极易发生褐变，严重影响产品质量和商

品价值，因此控制南果梨储藏和加工中的褐变是南果

梨产业化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在学报上陆

续刊登了《南果梨果皮、果肉、果心多酚氧化酶同工酶

的研究》《聪明鲜处理对南果梨采后果实硬度的影响》

等研究常温储藏南果梨技术的科研立项论文，对解决

生产实际中南果梨的储藏难题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理

论依据和实验结果，为完善南果梨的储藏技术、提高南

果梨的经济价值做出了贡献，在科研与生产之间起到

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我们的努力目标是：以学报为

媒体，推动企业与院校合作，开发新技术、新工艺，促进

科研成果的转让，使之尽快在生产中开花结果［９］。

３　结语

　　多年的编辑实践告诉我们，地方高校学报在特色

栏目的建设中，要关注学术前沿和地方经济发展的热

点问题，以对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为突破口，着重

刊发具有跨学科优势、应用性强、能够解决地方经济社

会亟待解决的难题的科研成果，努力为地方经济发展

排疑解难。我们的办刊实践已经证明：在科技期刊竞

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地方高校学报不要妄自菲薄［１０］，

我们也能在为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多贡

献的同时，不断扩大学报自身的发展空间［１１］，面对地

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重要课题，高校学报

大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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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苏宁编审被遴选为首批“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

本刊讯　本刊副主编、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游苏宁编审被遴选为首批“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
才”。此次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遴选，是新闻出版总署“十一五”期间组织实施的“三项重点人才工程”之

一，首批遴选出的２４３名领军人才，包括新闻出版行业各个领域的有关岗位上的骨干人才或拔尖人才。
这些领军人才具有４个特点：１）涵盖面广，代表性强；２）层次高，在业内影响力大；３）复合型人才多；４）４５岁

以下的青年才俊占近１／２。游苏宁编审在医学和期刊出版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在学术、业务、经营、管理等方面堪
属领军人才，值得同人尤其是年轻编辑学习。 （林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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