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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入选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高峰计划 A类建设高校 

近日，江苏省高水平大学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公布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高峰

计划建设高校名单的通知》（苏高建〔2021〕1 号），我校经过申报、答辩等环节被遴选为 A 类

建设高校。 

自 2017 年入选江苏省高水平大学以来，我校秉承“学贯中西，至精至诚”的办学理念，

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与高水平大学建设（简称“双高”建设），以一流学科建

设带动了学校综合实力显著提升，实现了江苏高水平大学由 B 类建设高校跃升为 A 类建设高

校。 

在“双高”建设的新征程中，学校将坚持以一流学科建设为引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以改革创新、务实重干的精神扎实推进“六高一化”建设任务，强化优势特色，加强内涵建设，

不断提升学校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提高学校整体水平、扩大办学影响力，构建具有

江苏特点、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水平中医药大学建设体系。 

据悉，本次获批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高峰计划建设高校共 17 所，其中 A 类建设高校 10 所，

B 类建设高校 7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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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中斩获佳绩 

近日，国家教材委员会印发《关于首届全

国教材建设奖奖励的决定》（国教材〔2021〕

6号），授予 10种教材“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

200 种教材“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789 种教

材“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99 个集体“全国

教材建设先进集体”称号，200 名同志“全国

教材建设先进个人”称号。 

我校中医学部荣获“全国教材建设先进集

体”称号，吴勉华教授第二主编的《中医内科

学（新世纪第四版）》获得特等奖，唐德才教授第一主编的《中药学（第 3 版）》和吴承玉教授

第二主编的《中医诊断学（第 3 版）》获得二等奖。另，5 部我校教师副主编教材获得二等奖。  

 

 

我校师生在 2021全国中医药院校 

针灸推拿临床技能大赛中获多项奖项 

10 月 14 日-17 日，由中国针灸学会、全

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联合主办，成都中医

药大学承办的 2021’华佗杯全国中医药院校

针灸推拿临床技能大赛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

经过激烈角逐，我校荣获团体二等奖、优秀组

织奖，临床教师组斩获个人单项二等奖 1项、

三等奖 2 项，学生组获个人单项一等奖 1 项，

2 人获优秀指导老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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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中药学专业入选 

江苏省国际化人才培养品牌专业建设项目 

近日，江苏省教育厅公布了 2021 年江苏省“十四五”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品牌专业建设项

目名单，我校中药学专业获首批立项。 

江苏省教育厅自 2021 年起实施“十四五”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品牌专业建设项目，计划

在五年内面向省内“双一流”高校、其他本科高校及高职院校，遴选建设 100 个高校国际化人

才培养省级品牌专业，首批遴选建设 50 个。项目旨在引导支持高校依托优势特色学科，加快

推进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培养、高质量对外合作交流和高水平国际科研合作，提升全省高等教育

人才培养国际竞争力。 

 

 

中药学蝉联全国第一！ 

我校 6个学科上榜 2021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 

10 月 25 日，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1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共有

486 所高校的 4992 个学科上榜。我校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结合、药学、护理学以及临床医

学 6 个学科入围该榜单，入围学科数量居全国中医药院校首位。其中，中药学位列中国顶尖学

科行列，连续 2 年位居榜首。 

近年来，我校秉承“学贯中西、至精至诚”的

办学理念，瞄准“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深入

实施“学科攀峰”发展战略，一流学科群建设水平

显著提升，有力带动学校整体实现跨越式发展，为

奋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一流中

医药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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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与江苏省政府共建养老服务与管理学院 

会商协作机制第一次会议召开 

10 月 22 日，民政部和江苏省政府召开加强养

老服务高层次专业化人才培养项目会商协作机制

第一次会议，研究推进南京中医药大学养老服务与

管理学院建设。 

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在讲话中指出，支持南京

中医药大学养老服务与管理学院建设，是民政部和

江苏省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

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实施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养老服务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民政部将与省政府通力协作，

加快把养老服务与管理学院建设好，合力打造服务

全国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培养基地、实习实

训基地、政策研究基地、示范引领高地，培养更多

高素质、高水平、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省政府副省长惠建林表示，接下来将以部省合

作项目为契机，以学院建设为支点，紧紧围绕打造“三基地一高地”，深化细化部省支持事项，

共同把学院办出特色、办出质量、办出水平。我校校长胡刚介绍养老服务与管理学院筹建情况，

并表示学校将扎实落实部省合作项目，构建完备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体系，打造综合性养老服

务实训基地和高水平培训研究机构，努力为全国养老服务与管理高层次人才培养提供经验与

示范，为养老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为有效解决养老服务与管理人才短缺问题，今年 5 月，民政部和省政府决定将学院建设

列为部省合作项目，确定了 7 个方面具体支持措施，并商定建立会商协作机制，每年至少召开

一次会议，共同研究解决项目建设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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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学子在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全国总决赛中斩获银奖 

2021 年 10 月 12 日-15 日，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

在南昌大学举行。 

我校《万“雾”生鲜智能保鲜

检测一体喷雾》项目荣获国赛银

奖，这是我校首次有项目入围全

国总决赛，实现了我校在国际大

型青年创新创业赛事上的历史性

突破。 

 

 

胡刚校长出席中国科技峰会系列 

长三角中医药高质量发展高层次专家研讨会 

10 月 21 日，“中国科技峰会系列长三角中医药高质量发展高层次专家研讨会”在上海召

开。会议邀请两院院士、国医大师、中医药行业专家、中医药管理相关部门、高校与科研院所

主管领导、中医药企业负责人等进行深入研讨，共谋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蓝图，共话中医

药传承创新未来。 

校长胡刚在发言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各项事业要以现代化标准、现代化思维、

现代化理念来谋划发展，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中医药的发展具有鲜明的特

色和优势，中医药的现代化也必然要求以现代化标准、思维和理念来积极推动。其次，尽管长

三角地区中医药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仍然要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努力摒

弃低效益、高成本、横向徘徊的发展模式，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使高

质量发展成为中医药服务全民健康和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再次，作为中医药高等院

校，要培养一流的人才必须回答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如何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医药”

的三个问题，既要尊重中医药客观发展规律，守好中医的“正”，也要开放包容，用现代科技

解读好中医药的原理，要努力实现中医药的创新性转化。同时，胡刚还积极呼吁，在中医药高

层次人才培养方面需要政府各部门的协同推进，打通人才培养各方面要素环节，摒除制约人才

培养的各种瓶颈，力争在体制机制优化改革中培养和涌现出大批中医药高端复合型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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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新增 1个江苏省高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 

近日，江苏省教育厅发布《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1 年度立项省高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的

通知》（苏教科〔2021〕1 号），由我校药学院宿树兰老师主持申报的“经典方剂功效物质与

创新药物研究”科技创新团队正式获批。 

“经典方剂功效物质与创新药物研究”科技创新团队依托于我校中药学国家“双一流”学

科、国家中医药局方剂学重点学科以及中药资源产业化与方剂创新药物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

究中心、江苏省方剂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等重点科研平台进行建设。该团队紧扣国家和江苏

区域中医药事业和产业发展战略需求，立足人口健康和中医优势病种，围绕代表性经典方剂的

科技创新和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经典方剂理论与配伍关系研究、功效物质与作用机制研

究以及创新药物研究与开发等。该团队的建设与发展将有力推动我校中医理论和临床发展及

中药新药创制，为学校中医基础理论发展以及重大中药新药创制提供有力支撑。 

 

 

杨烨、顾春艳教授团队在 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  

期刊发表关于多发性骨髓瘤的最新研究成果 

    10 月 7 日，我校医学院•整合医学学院杨

烨、顾春艳教授团队在 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 发 表 题 为 “ BUB1B and 

circBUB1B_544aa aggravate multiple myeloma 

malignancy through evoking chromosomal 

instability”的文章。 

该 研 究 综 合 运 用 comparative genomic 

hybridization (CGH)-array、RNA-seq 等高通量测

序和分子生物学方法，揭示了 BUB1B 以及

BUB1B 来源的 circular RNA（circBUB1B）编码

的多肽 circBUB1B_544aa 进入骨髓微环境中通

过磷酸化 CEP170 引发染色体不稳定，从而促进

MM 细胞增殖、耐药，首次报道了 BUB1B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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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BUB1B_544aa 在多发性骨髓瘤发生发展中的调控机制，揭示了靶向 BUB1B 和

circBUB1B_544aa 的激酶催化中心是一种具有潜力的治疗策略。 

 

 

郑仕中教授团队在 Redox Biology 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2021 年 9 月 26 日，Redox 

Biology 杂志在线发表了我校药学院

郑仕中教授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

“ N6-methyladenosine modification 

regulates ferroptosis through 

autophagy signaling pathway inhepatic 

stellate cells”。 

该研究是团队在前期研究基础上（Autophagy， 2020， 16(8):1482-1505），发现 m6A 识

别蛋白 YTHDF1 识别 BECN1 编码区域内的 m6A 修饰位点促进 BECN1 mRNA 的稳定，高表

达的 BECN1 蛋白进一步激活自噬促进铁蛋白 FTH1 的降解，最终导致肝星状细胞铁死亡，该

工作揭示了肝星状细胞铁死亡的转录后调控新机制，并表明 m6A 修饰依赖的铁死亡是治疗肝

纤维化的一个潜在靶标。 

 

 

 

我校承办新时期中医药来华留学教育管理学术研讨会 

10 月 18 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

学生教育管理分会主办、南京中医药大学承办

的“新时期中医药来华留学教育管理学术研讨

会”在南京召开。大会以“守正创新 提质增效：

新时期中医药来华留学教育管理研究”为主题，

来自国内 33 所从事医药类来华留学项目运行

和管理的高校 150 余名代表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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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设置中医药来华留学、国际合作交流、跨文化交流三个主题沙龙，安排会议主旨报告、

沙龙报告 37 场。全体与会专家就新时期中医药来华留学教育培养思路改革与创新、新形势下

的中医药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医药跨文化交流合作项目、疫情常态化下的来华留学教育管理等

议题展开充分研讨。 

 

 

 

我校再次入围 U.S News 世界大学排行榜 

10 月 26 日，U.S News（《美国新

闻和世界报导》）发布“2022 世界大学

排行榜”，中国内地共有 253 所高校上

榜。我校第四次入围，位列中国内地高

校第 151 位、全国中医药院校首位。再

次入围该榜单，意味着我校的综合办学

实力、核心竞争力以及国际影响力得到

进一步提升，在奋力建设彰显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一流中医药大学

的新征程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据悉，U.S News 世界大学排行榜与

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和 QS 世界大学排名是世界公认的四大

权威大学排名。自 2014 年起发布世界最好大学排名及学科排名，着重关注大学的学术研究水

平和声誉，采用学术声誉、学术论文、专著、会议论文、引文影响力、高被引论文、国际合作

论文等 13 项指标衡量大学的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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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教材表彰激励机制 推动教材建设高质量发展 

办公室负责人解读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工作 

近日，国家教材委员会

发布了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

奖励决定。国家教材委员会

办公室负责人就首届全国教

材建设奖评选的有关问题进

行了详细解读。 

设立全国教材建设奖的背景 

全国教材建设奖是在中

央的重视和关心下设立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

务院高度重视教材建设，专

门对教材建设作出重大部署。

2016 年，中办、国办印发文

件，明确提出完善教材建设

表彰激励机制，实施教材建

设国家奖励制度。2019 年 12

月，经批准，正式设立全国教

材建设奖，由国家教材委员

会主办、教育部承办。教材建

设的快速发展为开展评奖提

供了现实基础。改革开放以

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教材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教材内容不断更新，教材质

量持续提升，教材门类逐步

齐全，教材体系日益完善，育

人功能不断增强，涌现出了

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适应

时代要求、高质量高水平的

大中小学优秀教材，为提高

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

量发挥了关键性支撑作用。

教材编写、审核、出版、管理、

研究等相关机构和广大教材

工作者坚持正确方向、守正

创新、呕心沥血、辛勤耕耘，

在教材建设中取得了突出成

绩、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重

要进展和成绩的取得，为开

展评奖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前

提和基础。 

开展评奖是新时代推进

教材建设高质量发展的迫切

需要。当前，我国教育已进入

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建设

高质量教育体系，迫切需要

教材建设提供更加有力支撑。

开展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

能够充分调动教材建设各领

域各方面的积极性，增强教

材工作者的荣誉感、责任心，

带动更多优秀人才参与建材

建设，激励各方面更好地推

动教材建设高质量发展。 

开展全国教材建设奖 

评选的意义 

一是加强教材建设激励

保障的重要制度设计。全国

教材建设奖面向大中小学教

材建设各领域各环节实施，

分设“全国优秀教材（分为基

础教育、职业教育与继续教

育、高等教育三个大类）”“全

国教材建设先进集体”“全国

教材建设先进个人”三个奖

项，每 4 年评选一次。这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次设

立全面覆盖大中小学教材建

设的专门常设性奖励项目，

是我国教材工作领域的最高

奖项，是健全完善教材建设

激励保障的重要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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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树立教材建设标杆

和典型的重要机制性措施。

开展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

定期遴选教材建设的优秀成

果和先进代表，树立教材建

设的先进典型和示范标杆，

强导向、建机制、促建设，更

好地引领我国教材建设的方

向，带动更多教材建设的精

品力作不断涌现，推动教材

战线形成奋发有为、干事创

业的良好局面。 

三是展示教材建设成果

的重要窗口。全国教材建设

奖为优秀教材和教材建设先

进典型提供了重要展示平台，

是社会各界了解教材工作的

重要窗口。教材工作主动接

受社会和人民的检阅，有利

于获得社会更多理解和支持，

为教材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

环境。 

首届全国教材建设 

奖评选工作的开展情况 

全国教材建设奖励项目

设立后，在国家教材委员会

直接领导下，教育部即着手

开展相关工作，大体分为三

个阶段。 

 

 

 

一是准备阶段，整体设

计评选工作。国家教材委成

立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

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首届全

国教材建设奖评选的组织领

导。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

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教育

部教材局），负责制定评选工

作总体方案，开发建设全国

大中小学教材调查统计平台，

对全国大中小学教材进行大

摸底，为制定评选工作方案

提供科学依据。领导小组办

公室先后赴多部门、省市、学

校、教科研及出版机构调研，

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建议，

召开专题研讨会 30 余次，历

时半年多，研究形成评选工

作总体方案。  

二是启动阶段，正式发

布评选工作通知。根据《首届

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工作方

案》，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组织相关单位分类制订各

奖项评选工作安排，分别确

定参评范围、评选条件和评

选办法，提交评选工作领导

小组审议通过。2020 年 10 月

底，国家教材委发布首届全

国教材建设奖评选工作通知，

正式启动评选工作。 

 

 

三是评审阶段，逐级确

定拟奖励名单。经过各地和

有关部门初评推荐，共有

3273 种教材入围全国优秀教

材国家评审，其中，基础教育

类教材 550 种、职业教育与

继续教育类教材 1047 种、高

等教育类教材 1676 种；共有

196 个候选集体、389 名候选

个人入围全国教材建设先进

集体、先进个人国家评审。经

各奖项国家评审委员会组织

相关领域专家进行严格的网

上评审和会议评审，面向社

会公示并进行异议核查处理

后，最终确定了首届全国教

材建设奖各奖项奖励名单。 

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 

各奖项评选结果的具体情况 

根据首届全国教材建设

奖评选工作安排，全国优秀

教材拟评选 1000 种（基础教

育类 200 种、职业教育与继

续教育类 400 种、高等教育

类 400 种），全国教材建设先

进集体 100 个，全国教材建

设先进个人 200 名，实际评

选中各奖项允许有空缺。经

评审，最终共评选出全国优

秀教材 999 种、全国教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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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先进集体 99 个、全国教材

建设先进个人 200 名。具体

为：基础教育类优秀教材 200

种，其中特等奖 3 种、一等奖

40 种、二等奖 157 种。获奖

教材覆盖了基础教育各类型、

各学段、各学科。 

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类

优秀教材 400 种，其中特等

奖 3 种、一等奖 80 种、二等

奖教材 317 种。获奖教材覆

盖了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各

类型、各层次，19 个专业大

类均有教材入选。  

高等教育类优秀教材

399 种，其中特等奖 4 种、一

等奖 80 种、二等奖 315 种。

获奖教材覆盖了高等教育所

有学科门类、76 个本科专业

类。  

99 个全国教材建设先进

集体、200 名先进个人均涵盖

了课程教材编写、审核、出版、

管理、研究各个领域。 

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的 

主要遵循原则 

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

选坚持正确导向、科学评选、

质量为先、公平公正、评建结

合的原则。 

 

 

一是坚持正确导向。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材工作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鼓励

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实

践、总结中国经验、彰显中国

特色，思想理论和观点方法

等具有原创性、育人成效显

著的教材；鼓励紧跟国际学

术前沿和时代发展步伐，有

效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

发展对人才培养需要的教材；

鼓励适应信息社会发展要求，

内容形式创新、教学效果好

的教材；鼓励各方面加大教

材建设力度，吸引更多优秀

人才投入教材工作。 

二是坚持科学评选。根

据各级各类教材的不同性质

和特点，在统筹提出评选工

作总体设计和基本要求的基

础上，分类确定参评范围、评

选条件和评选办法，确保评

选工作实事求是、科学规范。 

三是坚持质量为先。严

格评审标准，严把政治关、学

术关，突出实践效果，优中选

优、宁缺勿滥，确保获奖对象

经得住检验。 

 

 

 

四是坚持公平公正。严

格评审程序和办法，严肃工

作纪律，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坚决杜绝“跑奖”“要奖”行

为。 

五是坚持评建结合。注

重发挥评奖的导向作用，重

在以评促建，引领教材建设

方向，推动各地各部门健全

激励机制，带动教材质量整

体提升。 

本次评选在严把评选 

质量关方面的主要工作 

为确保评选质量，本次

评选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 

一是严格参评条件。明

确各类参评对象应具备的基

本条件。其中，优秀教材主要

是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要正

确，内容要科学严谨，使用效

果和社会影响要好。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重点是突出政

治上过硬、工作实绩显著、社

会形象好。 

二是严格评审标准。根

据不同类别的参评对象，分

类制定科学、系统的评审标，

严把政治关、思想关、学术关，

强调高标准、可测量、能比较，

优中选优，宁缺毋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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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严选评审专家。从

全国相关领域遴选高水平专

家参加评审，建立评审专家

库。入选的评审专家必须政

治上过硬，思想道德素质高，

熟悉课程教材建设，在专业

领域有浓厚的学术造诣，有

丰富的教育教学、课程教材

研究或管理工作经验，组织

纪律观念强。  

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各奖项 

获奖对象的主要特点 

获奖教材价值导向鲜明、

教育理念先进、质量水平高、

社会评价好，获奖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政治立场坚定、

勇于改革创新、工作实绩突

出，代表了目前我国教材建

设各领域的领先水平。总体

上有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政治性、思想性强。

获奖教材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充分反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

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

铸魂育人成效显著，具有重

要导向作用。二是创新性、时

代性强。获奖教材紧跟国际

学术前沿和时代发展步伐， 

 

 

 

 

及时体现学科和行业发展的

新成果，有效服务国家创新

型人才培养。三是充分彰显

中国特色。获奖教材立足中

国实践，在传承发展中华优

秀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四是社会

影响力大。很多获奖教材历

史悠久，经过长期实践检验，

获得广泛认可，产生深远影

响。五是示范引领作用好。获

奖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坚

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认真

探索教材建设规律，积极推

进改革创新，作出了突出贡

献，发挥了示范作用。 

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 

工作完成后的下一步考虑 

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

选工作顺利完成后，下一步

主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强化宣传引领。积

极宣传推广优秀教材，加强

先进集体和个人典型事迹报

道，采取专栏、专访、专辑、

专论等方式深入介绍、广泛

宣传，以评促建，以点带面，

充分发挥全国教材建设奖示 

 

 

 

 

范引领作用，推动更多教材

建设精品力作不断涌现。 

二是创新建设机制。获

奖对象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典型性，深刻反映了教材建

设的内在规律，集中体现了

教材建设的时代创新。我们

将加强对教材建设优秀成果

的研究，探索完善总结提炼

机制，深入挖掘教材建设规

律，全面总结教材建设经验

做法，系统整理、提炼、推广

教材建设各领域体制机制创

新，促进教材建设高质量发

展。 

三是优化评选办法。这

次评选是全国教材建设奖首

次评选，无先例可循，有许多

问题第一次遇到，可以借鉴

的经验也不多，虽然做了大

量的努力，仍有不少改进提

升空间。下一步，我们将广泛

听取各方面意见，进一步优

化评选办法、完善评选方案，

为做好下一届评选工作奠定

更加扎实的基础。 

 

（来源：2021-09 教育部官网）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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