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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入选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试点高校 

日前，教育部批复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试点学校，我校为江苏省 5 所入选高校之一，共有 55

门课程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上线。 

学校将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试点学校建设为契机，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不断拓

展新型教学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教学资源数字化、信息化、全球化，打造具有南中医特色、江

苏品牌、全国一流的高质量数字教育生态，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我校 2 家附属医院入选 
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项目储备库 

 
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办公室联合印发通知，公布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

中心项目储备库和培育库名单，我校附属医院（江苏省

中医院）、附属中西医结合医院（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

院、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入选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

心项目储备库。 
 

 
 
 

我校多个基层党组织入选 
首批全省党建“双创”培育创建单位 

近日，省委教育工委公布首批全省党建“双创”培育创建单位名单，我校中医学院•中西医

结合学院党委入选首批全省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培育创建单位，马克思主义学院•医学人文学院

第一党支部等 5 个党支部入选首批全省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 
 



 

2 

 
 

 
 
此次我校多个基层党组织获评首批全省党建

“双创”培育创建单位，是学校扎实推进新时代高校

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的成果展现，更是学

校“双一流”和高水平大学建设取得的又一项重要成

绩。 
 
 
 
 

江苏省中医药博物馆试运行开馆 
5 月 18 日，正值第 46 个国际博物馆日，依托我

校建设的江苏省中医药博物馆举行试运行开馆仪式。 

江苏省中医药博物馆以呈现中国中医药悠久历

史、彰显江苏中医药特色成就、揭示南京中医药大学

文化底蕴为主线，通过各种中医药文化藏品的展示，

努力构建具有中医药文化遗产资源采集、收藏、保护、

研究和展示的区域性特色文化窗口。 
 
 
 

我校在瑞士的高等中医药学院获得大学资格认证 

近日，经瑞士联邦政府瑞士认证委员会（ Swiss 

Accreditation Council）认证，我校中国-瑞士中医药中心（苏

黎世）的瑞士高等中医药学院（Swiss TCM Academy）通过大

学资格认证。 

这是我校深入落实“开放协同”发展战略，不断强化中医

药国际化人才培养，推进中医药国际传播和高水平开放，充

分发挥中医药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桥梁纽带作用

的又一项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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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在 2022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再获佳绩 
5 月 6 日，2022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MCM/ICM）成绩揭晓，我校参赛队伍取得了一等

奖 1 项、二等奖 6 项的优异成绩。 
学校积极探索和构建具有中医药特色的高等数

学教学模式，充分发挥高水平学科竞赛在“人工智能

+中医药”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努力培养矢志推进中

医药智能化的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 
 
  
 

我校获批省级产教融合型品牌专业建设点 
和服务外包类专业嵌入式人才培养项目 

5 月 25 日，江苏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公布 2022 年省级产教融合型品牌专业立项建设名单

暨服务外包类专业嵌入式人才培养项目审核结果的通知》（苏教高函〔2022〕7 号），我校中药

制药专业获批省级产教融合型品牌专业建设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嵌入式培养）获批服务外

包类专业嵌入式人才培养项目。 
 
 

 

我校在第二届江苏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中再创佳绩 
5 月 15 日，第二届江苏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

赛（本科）暨全国选拔赛决赛举行，我校参赛的 3 个

团队获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各 1 项。其中，鹿

竞文教师团队拟获评特等奖并推荐进入国赛。此次

获奖，创造了我校在该项赛事的最好成绩。 



 

4 

 
 
 

我校辅导员荣获第九届江苏高校 
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二等奖 

5 月 3 日至 4 日，第九届江苏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决赛举行，我校药学院辅导员吕苇

荣获二等奖。 

学校高度重视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不断提升，为加强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有力支撑。 
 
 

 

杨烨、顾春艳教授团队连续发表关于多发性骨髓瘤最新研究成果 
近日，杨烨、顾春艳教授团队先后发表关于多发性骨髓瘤

（MM）RNA 调控靶标以及相关机制的最新研究成果。 
团队在 Acta Pharmaceutica Sinica B 期刊发表题为“NAT10 

promotes cell proliferation by acetylating CEP170 mRNA to enhance 
translation efficiency in multiple myeloma”的论文，我校博士研究

生魏荣芳为第一作者，硕士研究生闵捷为共同第一作者。该论文

全面系统阐释了 NAT10 介导的 mRNA 乙酰化修饰促进 MM 恶性

增殖的机制，为 MM 提供了新的诊断和治疗靶标，并为通过靶向

干预 NAT10/ac4C 通路抑制 MM 增殖提供了新思路。 
团队在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期刊发表题为“A novel protein 

encoded by circHNRNPU promotes multiple myeloma progression by regulating the bone marrow 
microenvironment and alternative splicing”的论文，我校博士研究生唐校柱为第一作者，博士研

究生邓振东和丁平刚为共同第一作者。该研究为免疫球蛋白 D 型多发性骨髓瘤（IgD MM）的

早期预警、客观诊断和预后评估提供可靠的生物学标志物，也为 IgD MM 以及其他复发难治

MM 患者的治疗提供新的理论与实验依据。 
 
  
 

张丽教授团队发表关于纳米材料应用于中药的最新研究成果 
近日，我校张丽教授团队联合南京大学朱俊杰教授在 TrAC-Trends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期刊发表题为“Analytical and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of nanomaterials in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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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的论文，第一作者为我校博士研究生张毅。 
文章介绍了不同类型纳米材料的性能及其在中药质量和效应

评价研究中的应用，强调了它们在中药研究中的潜在应用价值，提

出了存在的挑战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为中医药的研究提供了

新的思路和路径。 
 
 

 

我校举办“热血青春，把爱传递”献血公益活动  
 
5 月 8 日，在第 75 个世界红十字日之际，我校联合南京市红

十字会、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栖霞区红十字会共同举办“热血

青春，把爱传递”献血公益活动。活动期间，共有 558 名师生成

功献血，总献血量 165010 毫升，86 人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 
 

 

 

李璇副教授牵头制定 ISO 国际标准“蜂胶提取物-规范”获批立项 
近日，我校李璇副教授作为项目负责人，向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提交的新提案“蜂胶提

取物-规范”获批立项。该项目为期 3 年，历经 WD、CD、DIS、FDIS 阶段并获得多数成员支

持后将正式发布。 
 
  
 

我校联合德国海德堡大学举办首期“莱茵论坛” 
5 月 18 日，我校与德国海德堡大学（Universität Heidelberg）

联合举办首期“莱茵论坛”主题学术研讨会。此次论坛聚焦功能性

分子的新型合成与功能检测，共举办六场全英文学术报告，为与会

师生提供了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来自中国、德国、日本四所高校的

师生进行了热烈地现场交流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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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负责人就 
《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答记者问 

 
1.问：请简要介绍一下《规划》编制的背景和意义。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对研究制定哲学社会科学发

展战略和发展规划提出明确

要求，强调要加强顶层设计，

统筹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

2017 年 3 月，党中央印发《关

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的意见》。2018 年 1
月，党中央决定成立全国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

统一指导和协调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其中一项重要职责

就是研究制定国家哲学社会

科学发展中长期规划。全国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立

足职能定位，负责牵头编制

《规划》，于 2020 年组织开

展全国性社科大调研，摸清

基本情况，为编制工作打下

坚实基础。2021 年，组织召

开 10 余场专题研讨会，广泛

征求有关部门、科研机构和

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积极

回应社科界的普遍关切，努

力使《规划》在同党和国家现

行政策相衔接的前提下，更加

符合实际，并力求有所创新。 
区别于以往的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规划，《规划》是第

一部国家层面的哲学社会科

学发展规划，也是我国“十四

五”时期发展规划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规划》突出国

家站位、强调统筹协调、坚持

问题导向、力求务实管用，旨

在围绕未来 5 年我国发展面

临的深刻复杂国内外形势、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的任

务要求，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人才强国

战略、文化强国战略等深度融

合，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推动

理论创新、服务科学决策、提

升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重要

作用，推动“十四五”时期哲

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2.问：“十四五”时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总体要求和发展目标是什么？

答：《规划》着眼“十四

五”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大局，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为主题，以提

升学术原创能力为主线，以

加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对

“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作出总体性规划。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负责人就

《规划》的编制背景、主要内容和重要举措等问题接受记者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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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体系建设为支撑，以重大

项目、重点工程、重要平台为

牵引，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为动力，努力建设学科布局

优、学术根基牢、科研水平高、

服务能力强、国际影响大的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提供有力思想和智力支持。 
《规划》明确，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坚持“二为”方向、“双

百”方针，坚持内涵式发展，

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统筹协

调。“十四五”时期，哲学社

会科学的发展目标是，马克

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

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巩固，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学理化阐释、学术

化表达、大众化传播持续深

化；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基本体系建设全面加强，形

成布局合理的学科体系、植

根中国的学术体系、融通中

外的话语体系；哲学社会科

学创新工程取得实质性进展，

学术原创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明显增强，重大科研攻关项

目取得重要突破，在若干优

势领域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

中国学派；人才队伍总体素

质持续提升，在各学科领域

涌现出一批领军人才、中青

年骨干人才和有潜力的后备

人才；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

更加健全，基本形成符合哲

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有利

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科研

规划、考核评价、绩效管理、

经费投入、学术诚信等制度

体系。

3.问：《规划》对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提出哪些举措？

答：《规划》提出，要切

实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

会科学的引领作用，深入实

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

设工程，加强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研究，加大经典著作

编译和研究力度，完善马克

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继续

推进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

院建设；夯实马克思主义相

关理论在各学科中的基础地

位，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方法贯穿到学科建设、教材

编写、课堂教学、课题研究、

学术交流、成果评价等各环

节。要深化拓展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究阐释，从理论主题、体系框

架、逻辑结构、概念范畴等方

面作出有深度的学理阐发，

更好引领相关学科的学术研

究、知识建构、教材编写；建

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院），

加强习近平总书记著作的编

辑、出版、宣传、研究、译介

工作，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献数

据库和理论文库建设。要以

学术创新支撑和推动党的理

论创新，深化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规律研究，深化党的基

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研究，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研

究，深化中华文明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关系研究，深刻

解读中国奇迹背后的道理、

学理、哲理，推动用发展着的

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要加强

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统

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调整完善思政课课

程体系，加强思政课教师队

伍建设，组织实施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研究专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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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问：《规划》围绕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提

出哪些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

答：《规划》把“三大体

系”建设作为核心任务和主

体部分，进行系统深入的阐

述。在学科体系建设方面，要

按照突出优势、拓展领域、补

齐短板、完善体系的要求，促

进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

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和

交叉学科创新发展、冷门学

科代有传承，打造具有中国

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

要优化学科设置和布局、巩

固学科发展基础、提升学科

发展质量、加快学科交叉融

合创新、加强教材体系建设。

在学术体系建设方面，要深

入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

程，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

的主体性、原创性、本土化和

竞争力，发展中国理论，繁荣

中国学术；要创新学术理论

体系、学术研究组织体系、学

术平台支撑体系和学术评价

考核体系。在话语体系建设

方面，要坚持以中国传统、中

国实践、中国问题作为学术

话语建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

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

影响的标识性学术概念，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发展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

理论和话语优势；要推进政

治话语学理化、学术话语大

众化、中国话语国际化，完善

话语体系建设工作机制。 
围绕“三大体系”建设的

目标任务，《规划》还有针对

性地提出一系列重要政策措

施。比如，围绕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提出 38 个研究主攻方向；围

绕中华学术传承创新，列出

28 个重大学术和文化工程项

目；围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综合性、复杂性问题，加

快学科交叉融合创新，提出

指导建设一批哲学社会科学

重点实验室。

5.问：《规划》对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哪些要求和工作重点？

答：建设中国特色新型

智库，是党中央立足新时代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着

眼为改革发展聚智聚力而作

出的一项重大决策。《规划》

提出，要着力打造一批具有

重要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

力、国际影响力的新型智库，

为推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

提供支撑。一是深入推进国

家高端智库建设，全面总结

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经验，

进一步提升高端智库建设质

量，聚焦关系全局、关系长远

的重大战略问题，加强智库

联合研究攻关，切实提升服

务中央决策的能力和水平。

二是推动各类新型智库建设

形成以国家高端智库为引领，

各层次、各类别、各领域智库

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新型智

库体系，深入实施中国特色

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

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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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智库，加强对社会智库

的规范和引导。三是加强对

智库建设的组织领导和统筹

协调，充分发挥国家高端智

库理事会作用，强化政策协

调、工作推动、考核评估职能，

加强对新型智库建设的科学

规划和分类指导，完善不同

类型智库的差异化政策供给，

健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评价

体系，建立适合不同类型智

库特点的考核体系和考核方

式。四是营造智库健康发展

的良好环境，健全决策咨询

程序，建立党委和政府决策、

智库研究与社会实践高效互

动的决策咨询服务供给体系，

推动决策部门加强与智库的

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实施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高端人才

培养规划，形成开放、竞争、

流动的智库人才格局。

6.问：在加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建设上，《规划》作出哪些安排？

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要培养造就大

批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

艺术家等各方面人才。《规划》

提出，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

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

重人才、尊重创造方针，实施

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

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建设

种类齐全、梯队衔接、结构合

理、专业突出的哲学社会科

学人才体系。一是加强人才

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增强哲

学社会科学界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

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构

建学科、学术、学生一体化的

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模式，

突出思想引领，加强道德修

养，提升人文素养，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是推进人才体系建设，研

究编制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发

展规划，推进文化名家暨“四

个一批”人才工程，稳定和壮

大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加强

对青年人才的扶持，培育哲

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培养

拔尖领军人才，引进海外高

端人才。三是深化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推进人才评

价制度改革，建立规范的人

才激励机制，深化收入分配

机制改革，完善优秀人才表

彰奖励制度，建立健全人才

有序流动和动态优化机制，

探索人才共享机制，促进人

才资源有效配置。四是加强

哲学社会科学学风建设，健

全科研诚信管理制度，构建

教育、自律、监督、惩治一体

化的科研诚信体系，建设覆

盖全面、共享联动、动态管理

的科研诚信信息系统，在项

目申报、职称评聘、奖励评定

等工作中，加大对学术不端

行为的处理问责力度。 
 

（来源：2022-04-28  光明日报）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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