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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学子在第十四届“蓝桥杯” 
全国总决赛中获佳绩 

6 月 16 日，第十四届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

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个人

赛全国总决赛落下帷幕。

我校参赛学子荣获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 

学校高度重视大学生

创新实践教育和学科竞赛工作，以赛促学、以赛促创，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

和实践水平。 
 
 
 

附属医院获评全国首批“间质性肺疾病 
规范诊疗中心优秀单位”称号 

日前，中国间质性肺疾病（ILD）规

范诊疗中心认定授牌大会在京召开，我

校附属医院获评“间质性肺疾病规范诊

疗中心优秀单位”称号。 

间质性肺疾病是一组病因不明确、

病种较多、较为疑难复杂的疾病，需要

多学科协助共同诊治。自 2020 年 8 月

起，附属医院开设“间质性肺疾病”专

病门诊，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为

肺间质性疾病患者进行规范有效的个体化诊断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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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治疗学专业获批省级产教融合型 
品牌专业建设点 

 
近日，江苏省教育厅公布 2023 年本科高校

产教融合型品牌专业建设点遴选结果，我校康

复治疗学专业获评。 

康复治疗学专业创建“守中精西，中西并举；

产教融合，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了

大量具有扎实的现代康复基础理论和临床治疗

技能，掌握中医传统康复理论和治疗技术，兼具

国际视野的优秀康复治疗师。先后获评国家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江苏省一流专业、江苏省品

牌专业，2020 年获批当时国内唯一的康复治疗

学中外合作本科办学项目（德国德累斯顿国际

大学）。 
 
 
 

 

林炜教授团队在 PNAS 期刊 
合作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日前，我校医学院·整合医学学院林炜教授课题组与浙江大学冯钰教授团队、中国科学

院赵国屏院士团队及王爽研究员团队在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期刊合作发表了题为“Structural insights into the transcription ac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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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of the global regulator GlnR 
from actinobacteria”的关于抗结核感

染药物新型靶点与作用机制的研究

成果。 

该研究捕获了结核分枝杆菌

GlnR 依赖型基因转录激活复合物结

构，揭示了全局性转录调控蛋白 GlnR

选择性调控基因转录的分子机制，为

全面认识结核分枝杆菌和整个放线

菌的代谢调控机制奠定了基础。 
 
 
 

 
我校在全省高校对外合作与交流 

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中获评 A+等次 
 
近日，江苏省教育厅公布了 2022 年度高

校对外合作与交流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结果，

我校获评 A+等次。 

长期以来，我校围绕“培育全球合作新动

能，构筑高质量中医药对外合作交流新格局”

主题，充分依托世卫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

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海外中医药中心、中医

特色孔子学院等高水平平台，积极开展省级国

际联合科研实验室、省级校群联盟建设以及中

外合作办学等工作，为中医药国际传播与发展

作出了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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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培俊：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充分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 

 
·教育强国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各级各类教育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育强国建设是一个复

杂的系统工程，各级各类教育

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高

等教育作为教育、科技、人才

三位一体的结合点，科技创新、

人才培养的主力军，科教融合、

产教融合的枢纽和关键点，肩

负着特殊重要的责任与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对高

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

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加强烈。高等教育无

论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的改

革发展任务都非常紧迫。在建

设教育强国过程中，充分发挥

高等教育的功能优势，服务国

家发展大局，主动超前布局、

有力应对变局、奋力开拓新局，

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

大课题。高等教育要在教育强

国建设中充分发挥龙头作用，

必须更加主动服务国家发展

战略全局。建设教育强国，是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是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高等教育要更好地担当作为，

必须将自身发展的“小逻辑”

融入国家现代化建设“大逻

辑”。把握“培养什么人、怎

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

建设教育强国的根本问题与

核心课题。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和价值导向。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

全面领导，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任务，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为根本目标，以服务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为重要使命，以支撑

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功

能。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培养

一代又一代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培养可担大任的栋梁之

材，确保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建设后继有人。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还指出，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论述，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教育强国建设的本质特征和客观规律的深刻把握，是

党的二十大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系统集成统筹部署在知行合一上的推进实施，充分体现了

党中央对发展高等教育、以教育强国建设有力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殷切期待，进一步指

明了教育强国建设中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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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要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充分发挥龙头作用，必须更加主动超前布局。

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

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

志。要将高等教育发展放在

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

才强国一体部署的格局下超

前布局、统筹推进。一要在加

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上超

前布局。建设教育强国，基点

在基础教育，龙头是高等教

育。超前布局必须延伸到基

础教育。充分重视高考指挥

棒的作用机制，深化教育教

学方式改革，夯实知识基础，

并激发学生崇尚科学、探索

未知的兴趣，培养其质疑、探

索、创新的思维品质。超前布

局必须统筹职业教育、高等

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

通、产教融合、科教融合，形

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二

要在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上

超前布局。高等教育要坚持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要把加

快“双一流”建设作为重中之

重。适应知识生产模式变革

和产业变革的趋势，调整优

化学科结构，促进学科交叉

融合。改革科教体制，推进科

教融合。高度重视基础研究。

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

抓紧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

需紧缺人才，为我国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提供人才支撑，

有效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大力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

科、交叉学科建设，瞄准世界

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推进科研创新，不断提升

原始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

量。三要在未来发展的顶层

设计上超前布局。制定教育

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系统分

析经济社会、科学技术和人

才发展态势，聚焦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适应未来发展和

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直

面问题，勇于开拓，守正创新。

促进创新人才培养与科研产

出，综合施策，将有为政府与

有效市场、有组织科研与自

由探索相结合，提升高等教

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与

贡献度。 

·高等教育要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充分发挥龙头作用，必须更加有效应对变局。

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既

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修炼“内

功”，还要坚定不移推进开放

交流合作。高等教育要更好地

担当作为，一要充分适应新发

展格局。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

革，增强硬实力、软实力、凝

聚力和竞争力。坚持科技自立

自强、提高自主培养人才质量。

把发展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中，为中国式现代化

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二要有效

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完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战略，

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

效。统筹用好两种资源，统筹

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

两篇文章。锚定世界一流建设

目标，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吸收借鉴

先进办学理念，吸引全球优秀

人才；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

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

创新要素，使我国成为具有强

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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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要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充分发挥龙头作用，必须更加奋力开拓新局。 

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的

“生命线”，从根本上解决高

等教育发展的重点难点关键

点，开辟新的增长点，开创新

局面，作出新贡献。一要在

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方面

开新局。坚持系统观念，统筹

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

理体制、教学科研组织方式

变革、人事制度改革、保障机

制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制约

大学创新活力和高等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思想观念束缚、

利益格局藩篱和体制机制弊

端，全面提高高等教育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促进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

的系统性跃升。深化新时代

教育评价改革，构建多元主

体参与、符合中国实际、具有

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

加快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

形成健康的教育环境和学术

生态。二要在建设高校教师

队伍人才高地方面开新局。

把教师人才队伍建设真正作

为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

程。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

理念。形成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的合力。推进落实教师队

伍建设的“三个优先”。重视

改善当量生师比、人员投入

比、教职员工比、国际化水

平、薪酬水平等关键参数。深

化用人机制改革，支持教师

成长发展。健全中国特色教

师教育体系，支持教师教育

学科群建设。支持和鼓励优

秀人才热心从教、精心从教、

长期从教、终身从教。三要

在高等教育的结构性调整上

开新局。适应科技创新和产

业结构变革，调整优化学科

专业结构，促进学科交叉融

合。优化高等教育区域布局，

促进集群发展，提升中西部

高等教育总体水平。四要在

推进教育数字化和全民终身

学习体系建设上开新局。充

分发挥高等教育的功能优势，

在构建终身学习“立交桥”，

深化各级各类教育横向融通、

纵向连接，推进国家教育数

字化战略，开辟教育发展新

赛道、塑造新优势中担当作

为，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提

供有效支撑。 

（来源：2023-6-27  光明日报） 

 
 

- END – 

 

 

抄报： 教育部研究生司、江苏省教育厅，全体校领导 

抄送： 全校各单位，各附属医院、附属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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