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记、校长两会观点

杨振斌：准确把握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

新时代新征程，高校要深刻认识党和国家赋予教育的重

大使命和时代内涵，把握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服务国

家战略需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培育时代新人。高校要解

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

题，以构建完善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为着力点，统筹推进思

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不断提高学生

思想理论水平、精神境界和文化素养，引导学生成长为有理

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高校要坚持

党的教育方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将人民满意作为

教育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贯彻“教育是国之大计、

党之大计”理念，立足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紧紧

围绕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

重大战略需求和人才培养需要，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

强化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发展，打造更高水平人才

培养体系。高校要加强顶层设计，坚持以价值引领为主线，

系统推进“五育”之间的相互贯穿、相互作用，促进“五育”



之间的内在联动和协同发展。注重多维度多层面挖掘价值塑

造的契合点和融入点，实现育人目标、育人方案、育人资源

的统筹协调。坚持以制度为保障，以融合创新为载体，创建

促进“五育”融合的评价机制，形成各具特色、“五育”共

美的生动局面。



丁奎岭：持续筑牢基础研究和人才基础这“两个基础”

“第一个是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

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丁奎

岭代表认为，当前在基础研究方面应该做好“三个区”：

一是“集中区”，主要指面向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

究。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是助力国家综合实力提升最有效、最

急迫的切入点与着力点。要“集中力量办大事”，瞄准“大

科学”“大工程”问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如上海交

大面向海洋强国战略，制定实施“大海洋”专项行动计划，

建立“深海重载作业装备”集成攻关大平台，全力推进上海

长兴岛海洋装备研究基地和“深远海全天候驻留浮式研究

设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落地，构建了从科学到工程、

产业全链条系统化科研体系。

二是“自由区”，主要指面向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

究。前沿领域的自由探索是揭示自然奥秘、拓展人类认知边

界的重要途径，要打造新型的科技创新平台，致力于产出具

有前瞻性、颠覆性的原始性成果。上海交大在科技部、教育

部、上海市的支持下，对接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

聚焦世界科学前沿，建设李政道研究所、张江高等研究院、



变革性分子前沿科学中心等，会聚了一批敢闯无人区、敢啃

硬骨头的青年科技人才，已经产出了一批原创性成果。

三是“融合区”，主要指面向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

究。探索企业“出题”、高校“答题”的产学研融合的基础

研究模式，通过与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发平台、共同设立产

学研前沿探索基金等方式，面向未来,推动中长期前沿科技

研究和“卡脖子”技术基础科研攻关。如上海交大与宁德时

代、国家电投等头部创新企业共同构建产教融合创新平台，

建立了溥渊未来技术学院和智慧能源创新学院，将人才链、

创新链、产业链有机贯通起来，形成企业与高校相互增益的

正循环。

“第二个是人才基础。当前全球激烈的科技竞争背后，

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科技

强国的实质是人才强国。”丁奎岭代表认为，要深刻认识到

项目、平台、经费只是发挥人才效应的依托。找项目、找经

费就是找人才，建学科、建平台就是建队伍，要在构建识才

爱才敬才用才的制度体系与生态环境的同时，打造涵盖职业

发展、子女教育、医疗保障、交通住宿的宜居宜业环境，让

人才引得来、用得上、发展得好,无后顾之忧，进一步激发

各类人才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丁奎岭代表指出，在汇聚人才涓流的同时，还要注重

“筑池挖井”，培养一批批有理想、有潜质的后备人才。对

于大学来说，博士后是人才的“蓄水池”，要加大对博士后

的支持力度，“扶上马送一程”，为他们到国内外最顶尖大

学或研究机构深造创造机会。上海交大自主设立优秀博士后

留学计划，每年遴选一批优秀的博士毕业生给予支持和资助，

让他们到国际上最好的实验室、最顶尖的科学家团队去深造。

“对于整个教育体系来说，基础教育是人才的‘源头’。

要持续提升基础教育教师的培养层次，以‘拔尖’基础教育

教师，培养未来的拔尖人才。”丁奎岭代表强调，要发挥高

水平综合性大学的学科与人才优势，探索培养综合素质高、

创新能力强，能引领教育改革发展、带动区域教师素质提升

的拔尖教师队伍。



丁奎岭：瞄准科技前沿布局，加强原始创新攻关

城市是大学的后盾，大学是城市和产业发展的引擎。上

海交大以承担国家科技成果转化改革试点作为契机，依托

“大零号湾”，用两个“一公里”把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贯

通起来。

首先，推动跑好开头的“第一公里”，从平台战略布局

和行动计划上，上海交大坚持战略导向与自由探索相结合，

不断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工

程中心、前沿科学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来加强基础研

究和核心技术的攻关。另一方面，做好重大前瞻布局，面向

国家重大战略，利用学科的综合优势，持续推进“大海洋”

“大健康”“大信息”等专项行动，同时瞄准科技前沿，致

力于产出具有前瞻性、颠覆性的原始创新。

其次，打通“最后一公里”。从机制和支撑保障方面，

以体制机制的优化和人才培养改革作为切入点，多措并举，

致力于消除制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细绳子”。加强针对

成果转化服务的晋升支撑保障，为人才未来发展设立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