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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河南师范大学常俊标教授团队发明

的国内首个抗新冠小分子口服药阿兹夫定获批上市

薪火相传一百年薪火相传一百年
不忘初心谱新篇不忘初心谱新篇

———写在河南师范大学办学—写在河南师范大学办学100100周年之际周年之际
巍巍太行塑脊梁，滔滔黄河涤沧桑。诗经卫风贯牧野，中原春秋动四方。
2023年9月23日，河南师范大学将迎来办学100周年华诞。百年来，一代代师大人坚守“精

育良才、教育报国”的初心使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历经艰难、薪火相传，培养优秀
教师和各行各业杰出人才30余万名。

在百舸争流的发展浪潮中，河南师范大学以引领区域教师教育、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推动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使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在谱写中原更加出彩绚丽
篇章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办学成绩，作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

河南师范大学的前身是始建于
1923 年的中州大学理科和创建于 1951
年的平原师范学院。

1949 年 8 月，平原省成立，省会
为新乡市。应建设之需，平原省决定
建立一所高等学府。从山东应邀而来
的赵纪彬接过了筹建大学的重担，刚
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周鸿勋、周淑
萍夫妇毅然离开北京来到新乡。一时
间，来自全国各地的 80 余名像周鸿勋
夫妇一样朝气蓬勃的教师在牧野大地
聚首，开始了学校建设和教学工作。

没有电，他们点起了煤油灯；没有
房，他们借住在中学宿舍；没有讲义，
他们就自编讲义。作为拓荒者，他们用
汗水和智慧，不舍昼夜、不辞辛苦，在
卫水之滨建立了平原师范学院。

1953 年起，为响应国家高等院校
院系调整精神，平原师范学院与河南
大学合并，组建了河南师范学院，位
于 开 封 的 河 南 大 学 校 区 简 称 “ 南
院”，位于新乡的平原师院校区简称

“北院”。从 1955 年开始，两个校区再
次分设独立办学，南院的理科师生、
教学设施等整建制搬到北院集中办
学，于 1956 年改称新乡师范学院；北

院的文科整体调整到南院，改称开封
师范学院。从此，南院、北院隔河相
望，文理分工，被誉为河南省高等教
育的“双子星”。

经过一系列调整和发展，新乡师
范学院壮大了理科优势，强化了以师
范教育为主的办学特色，自立自强，
艰苦创业，在全国拥有较高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1985 年，学校正式定名为
河南师范大学，至今已经成为河南省
一所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4 个基
础学科办学百年延绵不断的高校。

建校以来，曹理卿、郝象吾、孙
祥正、赵新吾、李俊甫、姚从工、魏
明初、樊映川、杜孟模、孙作云、黄
敦慈、许梦瀛、卢锦梭等著名学者先
后在学校执教治学。在这段峥嵘岁月
里，默默耕耘的先辈们奠定了河南师
范大学发展历史的坚实基础。

近年来，河南师范大学又涌现出
王键吉、鲁公儒、徐存拴、郭宗明、
常俊标等一大批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
专家学者，推动学校发展壮大。

传承学脉，赓续精神。百年办学
历程中，经过一代代的沉淀积累、一
次次的发展创新，逐步熔铸了“厚德

博学 止于至善”的校训和“明德
正学 倡和 出新”的校风，积淀了

“崇文明道 尚诚守德 抱朴求真”
的师大精神。

如今的河南师范大学，已从办学
初始的不足 600 人，成长为一所拥有
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
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管
理学、艺术学等学科门类，设有 25 个
学院 （部）、89 个本科专业，各类学
生 7.5 万余名的学校。学校在岗教职
工 2700 余名，其中，高层次人才近百
名，教育部门科技创新团队 2 个，国
家教学团队 2 个，全国百篇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获得者 1 名。学校 5 门学科
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获批全国重
点实验室 1 个，建有省部级以上科研
平台 60 多个，连续获批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重点专项 4 项、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 14 项。

学校以校风淳、教风正、学风
浓、教学水平高享誉省内外。2023 届
本 科 毕 业 生 一 本 专 业 升 学 率 超 过
35%，11 个专业升学率超过 50%；获
批 2022 年国家教学成果奖 4 项，位居
河南省高校前列。

建校以来，河南师范大学始终以
服务国家需求为导向，坚持以学科内
涵发展为主线，以人才队伍建设为基
础，汇聚学术队伍，构建学科基地，
不断提升学科建设整体水平。一代又
一代师大人围绕科学发展主流方向不
断传承创新，为学校学科建设的发展
和完善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2 年，在美国获得化学博士学
位的李俊甫，谢绝了导师的多次挽
留，毅然返回祖国，历经辗转在新乡
师范学院扎了根，建立溶液化学研究
室。在他的悉心栽培下，学生卢锦梭
接下了学校化学系建设的接力棒。

20 世纪 50 年代，卢锦梭与李俊甫
教授一起编写了全国交流教材 《物理
化学》。在他的带领下，化学系获批
物理化学、分析化学两个硕士学位授
权点，实现了学校硕士学位授权点的
突破，随后又增加到 5 个硕士学位授
权点，在全国都有较大的影响力。从
教 50 多年，卢锦梭先后为本科生和研
究 生 开 设 了 “ 物 理 化 学 ”“ 结 构 化

学”“量子化学”“化学热力学”“统
计热力学”等课程，培养了大批优秀
化学人才。

1975 年，王键吉从红旗渠精神的
发源地河南林县 （今林州市） 来到学
校化学系学习。之后，他考取研究
生，师从卢锦梭，从此开启了孜孜以
求的科研攀登之路。

如何使溶液化学研究方向焕发青
春，继续保持在该领域的优势地位？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王键吉纵观国
内外研究现状，敏锐地发现了一个和
溶液化学密切相关但又崭新的研究领
域——离子液体，随即率领团队面向
绿色低碳发展战略展开研究。王键吉
教授承担的“功能化离子液体的制备
与物性研究”项目相继获选国家 863
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在他的带领下，学校化学一级学
科一步一个脚印走上新台阶。2006
年，学校博士点建设取得历史性突
破，实现了几代师大人为之奋斗的共
同梦想，树下了学校发展史上的一座

里程碑。
近年来，河南师范大学以“双一

流”创建和科技创新的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为引领，以服务国家和区域发
展重大需求为导向，加快推进优势特
色学科和特色骨干学科建设，在绿色
化学介质与绿色合成、化学制药及产
业化、动力电源及关键材料、黄淮水
环境与污染防治、生物多样性与保育
等领域研究取得新突破，培育产出了
一批有较高学术影响、支撑产业发展
的一流成果，一批学科或学科方向进
入国内同类学科先进行列。

2013 年以来，学校共获得厅级以
上奖励 1890 项，其中省部级以上奖励
202 项；先后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
中国专利金奖、全国创新争先奖、教
育部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河南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河南
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河南省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省部级以上重
要科研奖励，奖励数量和层次不断提
升。

百年岁月风雨兼程，春华秋实薪火
相承。河南师范大学秉持“以学生成长
成才为中心”的育人理念，广大教师铭
记教书育人使命，践行德术并重要求，
争当塑造学生灵魂的“大先生”。老一
辈人呕心沥血点燃的育人火种，在一代
代师生的传承中越燃越旺。

1954 年北师大研究班，一位苏联
教育专家正在讲解“世界教育史”，
却只字未提中国教育史上的名人。一
位中年人握紧了拳头暗暗发誓：我一
定要把孔子的教育思想研究好。这个
人，就是许梦瀛。1956 年，许梦瀛带
上家小奔赴刚成立不久的新乡师范学
院，这一来就是几十载春秋的奉献。

许梦瀛致力于中国教育史研究，
著有 《孔子教育思想初探》，用马列
主义唯物史观研究孔子教育思想，译
有 《教育与实验主义哲学》 等，讲授
过“教育社会学”“西洋教育史”“教
育概论”等课程。他非常推崇孔子的
启发诱导教学法，并创新性地运用于
教学实践中。凡有人请教他，他都会
对其所提问题进行认真而翔实的讲
解，自己记不准的绝对不讲，总要在
查对资料、核准之后再讲，讲到请教
者弄懂弄通为止。

许梦瀛辛勤耕耘五十余载，他所
在的教研室，工作量让许多年轻人都
望尘莫及，他却任劳任怨以苦为乐：

“ 作 为 一 名 教 师 不 能 脱 离 教 学 第 一
线，教书虽累，但也是一种乐趣。”
这一生，许梦瀛将“哪里需要我，我

就去哪里”作为矢志不渝的信仰，用
自己的生命扛起学术研究、教书育人
的使命。

好老师心中要有国家和民族，要
明确认识到肩负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
任。1982 年，陈广文考入河南师范大
学，后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为改
变我国涡虫研究的落后和被动局面，
陈广文潜心求教于国内涡虫研究专家
刘德增先生，并决定放弃已取得初步
成果的害虫生物防治方面的研究课
题，致力于我国涡虫研究事业并使其
逐步发展壮大。

不同于一般动物的生存环境，淡
水涡虫大多生活在海拔较高、人迹罕
至的泉水、溪流源头，这些地方往往
交通不便、物资匮乏。陈广文带领研
究团队迎难而上，三十年如一日跋山涉
水、不畏艰难。“我们在野外采集，一
天的伙食可能就只有馒头、咸菜加凉开
水。”提到如此艰苦的生活条件，陈广
文显得十分淡然。陈广文为了涡虫研究
事业倾注半生心血，团队规模也由最初
的3人发展到30多人，团队成员主持和
完成淡水涡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2项，
其中面上项目9项，发现和命名了一批
淡水涡虫新物种，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淡
水涡虫资源库。

自 2015 年以来，每年暑假，该团
队成员带领“英才计划”学生到大学
实验室开展探究式学习，到大自然中
开展生物科技夏令营活动。培养的学
生先后 9 次代表我国参加国际生物学

奥林匹克竞赛，获得 8 金 2 银的优异
成绩，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夯基培土。

2023年9月1日，教育部门公布了
第三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创建示范活动入围名单，河南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陈广文教授带领的“动物
生物学教师团队”成功入选。

一代代优秀的河南师大教师在自
己的岗位上，坚守着立德树人初心，
默默耕耘。从师大走出的一批批学子
回到自己家乡，把育人的种子播撒在
祖国的各个角落。全国“最美教师”
张杰、王秀秀于 2009 年从河南师范大
学毕业，他们放弃留在城市工作的机
会，回到家乡山西省临县，成为林家坪
镇初级中学校的特岗教师。在艰苦的环
境中，他们一干就是11年。他们挨家挨
户找学生，11年坚持家访，教授学业之
余也照顾学生的生活，能多鼓励一名学
生继续上学就是他们坚持的动力。他们
用行动诠释着“崇文明道 尚诚守德 抱
朴求真”的师大精神。

“中国好人”梁声翕，河南省“最
美科技工作者”渠桂荣、李建军⋯⋯河
南师范大学不断涌现出一大批师德典型
人物。他们以高尚的品德修养和无私
的敬业精神践行着“四有”好老师和

“四个引路人”的要求，大力弘扬教
育家精神，用一言一行影响和感染着
身边的人，让更多教师和即将走向教
师工作岗位的学生将教育家精神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
强。河南师范大学积极推进教育、科
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融合发
展，紧紧围绕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需
求，主动聚焦地方战略布局，有效整
合人才汇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等
方面的资源和优势，在科技成果转化
上下功夫，厚植区域协同发展沃土，
为地方区域发展实现新突破贡献高校
智慧、提供高校方案。

2020 年初，新冠疫情肆虐全球。
面对疫情，有着多年抗病毒药物研究
经验的河南师范大学原校长常俊标教
授主动请缨，承担了河南省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防控应急攻关“抗新型冠状
病毒的药物筛选”项目。

攻关如救火，常俊标带领团队积
极投身科技抗疫一线，穿梭于医院和
实验室之间，夜以继日开展抗新冠病
毒药物筛选工作。团队通过科研临床
研究和国内外Ⅲ期临床试验发现，其
自主研发的并拥有全球专利的 1 类创
新药物阿兹夫定以每人每日 5mg 剂量
对新冠病毒感染者展示出良好治疗效
果，且安全性好。2022 年 7 月，该药
正式获批上市，成为我国首个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并拥有全球专利的治
疗 新 冠 病 毒 感 染 小 分 子 口 服 1 类 新
药，相继被纳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防控方案 （第九版）》《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防控方案 （第十版）》，并纳
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该研究成果作
为“科技抗疫”新成果亮相国家“十
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被写入 《中
国基础研究发展报告》，入选近十年
河南省科技创新成果。在此基础上，
学校牵头申报的抗病毒性传染病创新
药物全国重点实验室获批建设，实现
了河南省高校牵头建设全国重点实验
室“零的突破”。

学校把服务国家与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作为自己的使命，主动发挥学科
人才资源优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
区域发展。近5年来，学校涌现出一大
批科技转化和决策咨询成果，获得授权
发明专利 1025 项，获得横向科研经费
1.5 亿元，向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提交
咨询报告 100 余份，派出科技特派员
200 余人次，与省内外 100 多所高校、
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全面合作。

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河南师范
大学相继出台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
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管理办法、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办法、纵向科研项
目经费管理办法等若干文件，多措并举
破解科研管理“放管服”难题，推动科
研管理科学化，激发科研人员工作的积
极性，持续推动释放创新活力，着力推
动科技成果有效转化，促进科技成果走
出实验室，走进企业和市场，让前沿科
技更“接地气”。

渠桂荣教授与新乡拓新生化股份
有限公司联合建立的核苷产品研发团
队长期从事核苷产品的研发工作，完
成了 70 多种核苷生产新工艺研究并实
现产业化，建成了国内核苷品种全、
产量高的国家核苷产品产业化示范工
程，打破了日本对国际核苷药物的垄
断，将一个濒临倒闭的制药厂打造成
创业板上市企业。

杨书廷教授带领的动力电源及关
键材料研发团队，围绕新能源汽车关
键技术需求，研发了拥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锂离子电池干法双向拉伸隔
膜材料技术成果，打破国外技术垄
断，实现隔膜的国产化。目前，已经
实现隔膜年产量 2 亿平方米，在国内
同行业处于领先水平，并出口俄罗
斯、韩国等国家。

刘玉芳教授课题组研制开发了低

温光谱发射率测量装置，可为空间探
测器件等提供高精度光谱发射率检
测，服务我国航空航天、红外伪装等
领域重大需求。目前该课题组已先后
与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北京
工业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了广
泛合作，促进成果转化。

“学校将科技成果转化净收益的
80%分配给科研团队，进一步引导激励
我们把科研工作重心聚焦到国家需求、
市场空白和行业痛点上。”河南师范大
学化学制药研究所副教授徐桂清说。

在一次校企交流活动中，河南知
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向河南师范大学
提出优化一种药品生产工艺的研发需
求。“这种药品需求量大，优化生产
工艺流程，既能为患者减负，还能保
护生态环境。”徐桂清带领团队用了
一年多时间成功攻克技术难关，与企
业达成专利权转让合同。

近年 来 ， 河 南 师 范 大 学 建 设 了
60 多个省级以上科研平台，学校先
后投入近 2 亿元资金用于科研平台发
展，并在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设立
了 70 多个专职科研岗位，科研创新能
力显著提升。

科技创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 ， 河 南 师 范 大 学 走 得 “ 坚 实 有
力”。学校深入加强校地合作，与地
方政府部门、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开展走访、对接和交流，搭建校
地校企合作平台，成立成果转化转移
中心，充分发挥学校在化学、生物医
药、农业、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优势，
开展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等方面的深
度合作。近 3 年，学校组织科研人员
走访企业 300 余家，对接企业需求 200
多个，与省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建
研发中心 40 家，签订技术合同 260 多
项，技术交易金额超过亿元。

河南师范大学与新乡市政府部门
合作共建科技创新港，积极将其打造
成育人育才高地、科技创新高地、人
才汇聚高地。

科技创新港以全国重点实验室、
平原实验室等国家、省级科研平台
为核心，围绕国家战略，聚焦创新
药物理论和技术突破，重点攻克创
新 药 物 研 发 中 的 关 键 核 心 技 术 难
题 。 同 时 ， 立 足 河 南 在 新 药 研 发 、
生物制品以及医疗器械等领域的优
势，致力于在河南打造生物医药领
域国家科研创新、孵化平台，为河
南 省 药 物 创 新 产 业 提 供 全 链 条 支
撑，助力河南实现由药物大省向药
物创新强省跨越。

学校以“书院化”“智慧化”为
目标构造科技创新港建设，构建“以
学生为中心”的校园空间架构。推动
书院制改革，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
相结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
合、知识学习与研究实践相结合，打
造教育教学、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相
互支撑的全方位育人新模式。同时，

以学生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开展以
“学生可选择性”为核心的人才培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已起草完成
了《协同推进一流专业建设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改革方案》 及其主要配套文件，
重点建设生物医学工程等6个专业；625
名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志向和兴趣完成
了转专业；俊甫书院完成了首批求是班
60名学生招生选拔工作。

立足学科优势，依托科技创新
港，学校将积极布局“未来岛”科技
创新平台集群和“大学科技园”成果
转化与孵化基地两个创新区，将创新
链、产业链、要素链、制度链和人才
培养链深度耦合，推动创新集成、科
技成果转化、科技创业孵化、创新人
才培养和开放协同发展，努力打造人
才与开放共享体、科技与产业融合
体、技术与服务结合体、校区园区社
区创新实体，为现代化河南建设贡献
智慧和力量。

同时，学校不断深化人才发展体
制机制改革，营造有利于释放人才创
新创造活力的浓厚氛围。利用科技创

新港毗邻郑州的区位优势，采用国际
通行的科技创新管理 PI 制，瞄准顶尖
人才，紧盯领军人才，面向全球靶向
精准引聚高层次人才，将河南省人才
工作会议确定的人才引进“八大行动”
落实落地；充分发挥学研用相结合的协
同育人模式，抓好青年人才培育，着力
构筑潜力人才“蓄水池”，积极营造人
才“近悦远来”的良好生态，全力打造
全国重要人才中心小高地，为现代化河
南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即将迎来办
学百年、踏上新征程的河南师范大学，
坚持“跳出师大办师大，跳出教育办教
育”的理念，心系“国之大者”“省之
要者”“校之重者”“民之盼者”，坚守
初心使命，潜心立德树人，矢志科研创
新，走好交叉融合、协同创新、重点突
破的“双一流”创建之路，以“三个高
地”建设为抓手，凝心聚力、踔厉奋
发，汇聚起推动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
磅礴力量，为教育强国、教育强省建
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多的
师大智慧和力量！

牧野大地建起一所高等学府筚路蓝缕

接续奋斗勇攀学科高峰砥砺进取

不忘初心传承育人使命踵事增华

科技创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学以致用

打造“三个高地” 贡献师大力量踔厉奋发

2023年6月15日，河南师范大学举行科技创新港奠基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