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2024年9月5日 星期四
主编：李帆 编辑：焦以璇
设计：丁京红 校对:赵阳

奋进在奋进在教教育育强强国国大路上大路上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

各地教育成就巡礼·江苏篇

本报记者 缪志聪

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江苏
拥有172所高校，其中16所高校的48个学
科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作为科技
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
的重要结合点，高校理应在教育强国建设新
征程中发挥“龙头”作用。近年来，江苏始终
坚持教育、科技、人才联动贯通，持续强化高
质量人才供给、高水平科技创新和高效率成
果转化，一批优秀高校源源不断地培养人
才、贡献成果、提供智慧，有力支撑着新质生
产力的加快形成和发展。

“顶天立地”，打造国之重器

太阳表面的大气层自转有什么规律？
今年6月，南京大学“羲和号”团队精确
绘制出国际首个太阳大气自转的三维图
像。“此次团队利用卫星采集到的多谱线、
全日面、高精度的观测数据，对太阳大气
层自转规律有了较为精确的认识。”论文第
一作者、南京大学博士生饶世豪介绍说。

“羲和号”2021年发射升空，至今仍在轨
稳定运行，相关观测数据由南京大学太阳
科学数据中心向全球开放共享。

站在时代前沿，为打造国之重器、国
之利器，近年来江苏深入推进高水平大学
和优势学科建设，针对国家和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重大科技创新需求，开展技术
攻关和理论原创性研究，取得一批关键性
技术突破，科研创新工作取得新进展，真
真正正做到了“顶天”，南京大学“羲和
号”团队就是其中的典型。

据了解，江苏省委、省政府每年重点支持
高水平大学建设，省财政每年安排的“双一
流”和地方高水平大学专项经费达34亿元。

以“双一流”和高水平大学建设为引领，
江苏持续实施优势学科建设工程、品牌专业
建设工程、协同创新计划、特聘教授计划“四
大专项”，助力高校学科专业建设，推动高等
教育内涵式发展，夯实高水平大学建设基础。

针对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
大科技创新需求，各高校将服务地方发展
作为优势学科和品牌专业建设的重要任
务，最大限度地把高校人才优势、科技优
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超过一半的江苏高校
优势学科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密切相关，超
过一半的江苏高校品牌专业与“1650”产
业体系密切相关。

经过多年发展，江苏高校“逐层推
进、逐级上升”的学科发展体系已逐步形
成。截至今年7月，全省38所高校280个
学科进入ESI前1%，充分展现出学科建设
持续夯实“高原”、打造“高峰”的良好成
效。全省高校997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
科专业，304个专业通过国家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专业建设水平不断提升，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南京理工大学优势学科“化学工程与
技术”学科带头人王泽山院士，以国家需
要为毕生追求，聚焦原始创新、突破颠覆
性技术，创立并发展了发射装药学的理论
体系，推进我国火炸药整体技术实力进入
世界前列，并作为第一完成人三次问鼎国
家科技大奖，开创了江苏高校斩获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的历史。

此外，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需要，
江苏还创新实施了“双创”人才计划、“333”
人才工程、万名博士后集聚计划等，建立起
国家省校三级高层次人才建设体系，推动高
校真正成为集聚人才的“蓄水池”。

立德树人，共培共育创新人才

企业工程师与学校专业教师结
对共上一门课，是常州大学现代

产业学院课堂教学的日常。
2018年至今，该校相继成

立了智能制造产业学
院、中以机器人产业

学院、能源低碳
信创产业学

院等，推动行业企业参与到教育教学各个
环节中，促进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紧密结
合，实现资源共融共享。

“有产业话语权，才能深度协同推进领军
人才培养。”常州大学校长陈海群介绍说，现
代产业学院已成为学校探索共建共管、共融
共享培养地方产业领军型人才的“桥头堡”。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创新人才培养
是基础。目前，江苏已累计建设了50个省
级重点产业学院，实现江苏16个重点产业
集群全覆盖，其中10个入选国家级现代产
业学院。全省各高校始终坚持以社会需求
为导向，积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调整
专业布局，建立起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
链的学科专业布局和人才培养体系，新增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储能科学与工
程等急需紧缺专业，并主动超常布局了未
来机器人等目录外新专业，专业结构与经
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不断提升。

为服务未来产业发展，让大学生主动
“走出去”，江苏着力深化高校教学改革和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鼓励大学生深入产业
一线，与实践接轨。近年来，全省已建设
200个省级产教融合型品牌专业、53个省
级产教融合重点基地、200门省级产教融
合型一流课程，6000多个省级研究生工作

站年均万名研究生进站。
前不久，在东南大学

未来技术学院电子电路实验室里，2023级
未来机器人专业的50名学生迎来了“开学
第一课”，他们两两一组，熟练地搭建着模
块化电动车。作为教育部交叉工程专业类
下的首个专业，未来机器人专业依托全校
资源平台，采用项目化教学方式，围绕机器
人未来技术领域关键问题，鼓励学生进行探
索式自主学习，让学生敢于创新。

近年来，江苏各高校还积极深化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锻造一支“敢闯会创”的青年创
新创业生力军，在全国率先建成50个省级
创新创业实践教育中心，入选首批国家级创
新创业学院和国家级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
地14个。据统计，全省高校在中国国际大
学生创新大赛中共获得224枚金奖，培育孵
化出大学生创新创业企业超5000家，估值
累计超200亿元。

南京理工大学“光影流转”团队研制出
国际上首台超高清红外热像仪，创造了红外
成像的“亿像素”世界纪录，有力推动国产夜
视产品更新换代。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科
技型企业建设了135个项目式实习基地，实
行“双导师”制度，开展“企业出题—导师点
题—学生解题”的项目式实习……

既要“走出去”，还要“引进来”。自
2010年至今，江苏遴选了4099人次产业教
授到高校任职，涉及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等
30多个领域。江苏大学不断探索产学研教
学新范式，校企联合授课课程模块现已增至
5个，双师协同授课课程由4门增加到18
门，企业授课专家由15人增加到34人，形
成了“企业项目进课堂、企业专家上讲台、师
资队伍下企业、师生作品进市场”的局面。

“产教融合是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
制一体改革的关键点和着力点。”江苏省教
育厅副厅长杨树兵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
阶段，江苏将通过多方发力、多措并举积
极推动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取得新突破，突
出人才和科技创新服务区域发展的实效，
主动“走出去”，深入产业一线，为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解决真问题。

向“新”出发，澎湃“第一动力”

人工智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
擎。在南京农业大学国家信息农业工程技
术中心，科研人员仅需一台电脑，就可以
实时监测200公里外兴化现代农业产业园
的空气以及土壤温度、湿度、肥力等信
息，还能实时感知作物长势。

高校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
突破的策源地。近年来，江苏高质量开展高
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试点，一体推进科技成
果转化“三项改革”，加快打造高校技术转移
和产业孵化改革先行区。全省各高校聚焦
前沿科学和关键核心技术，开展高水平基础
研究和应用研究，打造高规格科技创新平
台，深化产学研合作，创新策源力显著增强，
高价值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为江苏加快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提供了有力的教育支撑。

“在科技自立自强上走在前”
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江苏
的重大使命。

围绕
“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重
大要求，江苏深度
实施了服务科技自立
自强“支撑行动”。2023
年，省教育厅联合省委人才
办、省科技厅建立厅际联席会
议制度，创新工作机制，整合优
势资源，深入实施“江苏高校协同
创新计划”“基础研究珠峰计划”“科
技成果高质量转化行动”，增强高校
开展原始创新和技术攻关的能力。

针对跨洋通信与深海观测面临种种
挑战，苏州大学与亨通集团共建了“未
来信息与人工智能研究院”，开展产学研
合作，面向海洋通信，成功研制出超长跨
距、无中继、实时传输系统，并在亨通华
海平台完成了技术推广与产业应用，“这一
纪录是世界级的，也因此荣获了2023年中
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一等奖。”该校电
子信息学院院长沈纲祥介绍说。

据统计，江苏高校建有各类科研基地
（平台）7000余个，建有国家大学科技园
20家，江苏高校已重组或新建全国重点实
验室 37个 （牵头 16个）。“十四五”以
来，江苏高校获国家科学技术奖43项、教
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
技术）86项。

围绕国家、行业和区域发展的重大需
求和关键共性问题，江苏不断推动产学研
用协同攻关，积极开展教育界与产业界对
话对接系列活动，促进教育体系与科技体
系、产业体系、社会体系有机衔接，打破高
校与其他创新主体、创新力量间的壁垒。

据统计，从2018年到2023年，江苏
高校“五技”（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许可、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合同数量
从 26407 项增长到 43346 项，更多科技
成果正不断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目前，
江苏正在推进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
化中心 （江苏） 落地实施，着力开创高
校科技成果转化新局面。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推动教育、科
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坚持立德树人、构
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激发创新活
力、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办
成更多高水平大学、培养更多高
素质人才、转化更多高水平成果
上见行见效，为江苏在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
范彰显更强担当、贡献
更大力量。”江苏省
教育厅厅长、省
委教育工委书
记江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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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里的江苏教育

①东南大学顾忠泽教授团队在做实
验。

②留学归国青年学者进行科研攻关。
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退休教授为毕

业生上最后一堂党课。
④淮阴工学院万名师生升国旗，唱

国歌。
⑤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在第三届中国

高校智能机器人创意大赛中的“家用智
能机器人创意设计”赛项获一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供图

98%以上

截至 2023 年底，全省共有幼儿园 8073
所，在园幼儿209.89 万人，毛入园率达
到98%以上

98%以上

截至2023年底，全省共有特殊教育学校
108 所，在校残疾学生2.14 万人，适龄
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8%以上

4006.79亿元

2023 年 全 省 地 方 教 育 经 费 总 投 入
4006.79 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3173.03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
2636.93亿元

172所

全省共有 172 所高校。截至2023年，全
省普通高校在校生261.86万人

48个

全省16所高校的48个学科进入国家“双
一流”建设行列，997个专业入选国家级
一流本科专业

50个

全省已累计建设了50 个省级重点产业学
院，实现江苏 16 个重点产业集群全覆盖，
其中10个入选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

20家

全省高校建有各类科研基地（平台）7000
余个，建有国家大学科技园20 家，全省
高校已重组或新建全国重点实验室37 个
（牵头16个）

43346项

从 2018 年到 2023 年，全省高校“五技”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合同数量从 26407 项增
长到43346项

数据来源：江苏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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