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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大学是一所具有优良革命传统的革命老区大学，坐落在历史文化名城、商贸物流之

都山东省临沂市。1 941年5月抗大一分校与中共滨海地委共同组建滨海中学(实为抗大式学

校)，后改称滨海建国学院，又历经多个发展阶段，多次迁徙合并，校名几度更迭，2010年

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临沂大学。学校设有26个学院、24"分校区，开设95个本科专业。涵盖

1 1大学科门类，设有1个硕士授权一级学科(化学)、2-i"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教育、工

程)，全日制在校生40000余人。

学校建校78年来，根植琅琊文化沃土，传承抗大基因，弘扬沂蒙精神，积淀形成“明

义、锐思、弘毅、致远”的校训和“实”的校风，铸就“能吃苦、善创新、敢担当、乐奉

献”的临大特质和“团结包容、崇实尚贤、艰苦创业、勇于争先”的临大精神，形成革命老

区大学鲜明的办学特色。

新时代，临沂大学将继续传承红色基因，扎根沂蒙大地育英才，坚持“全国知名区域特

色鲜明的创新创业型大学”的办学定位，坚持转型提升工作主线，聚力内涵高质量发展，推

动学校各项事业掀开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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