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阿妮尔）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
指示精神、全国安全生产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和省委十
四届四次全会精神，更好统
筹发展与安全，8月 1日，省
政府副省长徐缨赴南京信
息工程大学专题调研校园
安全工作。省政府副秘书
长刘建，省委教育工委副书
记徐子敏，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党委书记管兆勇、校长李
北群等陪同调研。

徐缨深入学校体育馆、
实验室、教学楼，实地查看
建筑安全、实验室安全等情
况，检查校园安全责任落
实、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安
全风险防控措施等落实情
况。她指出，学校要认真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
和校园安全稳定的部署要
求，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
思想，切实把师生生命安全
放在首位，以高度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统筹好校园安全
与学校发展。

徐缨强调，要把校园安
全工作纳入学校事业发展

规划，建立常态化安全监管
体系，扛牢学校安全主管责
任。要紧盯重点领域，重点
关注校舍建筑施工环节，加
强对施工场所的安全性、规
范性、标准化监督约束，利
用暑假窗口期对所有校舍
房屋进行拉网式、全覆盖安
全排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抓好抓实相关建筑项目
的施工进程。要高度重视
实验室安全，仔细检查实验
室安全保障设施、消防安全
管理、仪器设备管理、危化
品管理等，保障师生人身安
全。要建立健全校园安全
常规检查机制和应急值守
制度，利用暑期深入排查整
改各类校园安全隐患和薄
弱环节，采取强有力措施保
障校园安全稳定，确保秋季
学期顺利开学。

调研中，徐缨还考察了
学校智能遥感工程研究院、
可视化教学服务中心、光电
实验室和见山园，听取学校
办学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学
校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产学研融合、智慧校园建设
和毕业生就业等方面的特
色做法。

本报讯（记者 王琼）7
月 31日，“中国银行杯”2023
年江苏省职业院校创新创
业大赛在江苏旅游职业学
院落下帷幕。本届大赛深
化了江苏职业教育体系建
设改革新实践，展现了江苏
职业教育赋能产业发展新
画卷，充分体现出职校学生

“我敢闯、我会创”的精神气
质和“扎根中华大地、了解
国情民情”的实践情怀，为
江苏书写“走在前、做示范”
新答卷贡献了青春智慧和
力量。

本届大赛共设创意组、
创业组、创新启蒙组和实践
启蒙组 4个组别，有 215所
职业院校、81749支团队、
30.49万人次报名参赛。经
过市校赛、省级复赛、省级
决赛等环节的角逐，共有
134支团队获得一等奖，269
支团队获得二等奖，401支
团队获得三等奖。

在冠军争夺赛中，来自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的

“微米级多轴加工的破局利
器”项目获得冠军，南京铁
道职业技术学院的“君玉科

技——国内首创数智化道
岔运维技术领航者”项目获
得亚军，南通职业大学的

“新‘罩’布宣——国内首创
新型面料领跑者”项目和江
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酷
冷科技——国内雷达散热
器技术的突破者”项目获得
季军。

大赛期间，还安排了创
新创业成果展等活动。通
过大赛，全省职业院校创新
创业教育成果得到了充分
展示，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成
效得到了有效检验。大赛
闭幕后，第一期训练营随即
启动，由训练营指导教师对
项目开展深度辅导，进一步
打磨、优化、完善。

江苏历来高度重视职业
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把创新
教育贯穿教育活动全过程，
以创造之教育培养创造之人
才，培养更多创新型和创业
型技术技能人才，加快推进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2020
年—2022年，我省在中国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职教赛道获得的金奖数
连续三年位居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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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无锡市锡山区吼山社区举行非遗文化传承系列活
动“赏国粹•画脸谱”，活动邀请非遗文化传承志愿者丁亚表演
变脸。通过读脸谱绘本、学川剧变脸等，增加孩子们对传统文
化的认知和喜爱。 盛国平 摄

本报讯（记者 杨潇）为全面提
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推动新时代
本科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8月 4
日—5日，江苏新时代本科教育教学
高质量发展大讨论首场活动在苏州
举行，省教育厅副厅长杨树兵出席
活动并讲话。清华大学校长王希
勤、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
荣做专题报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
等多所高校围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进行经验分享。

杨树兵指出，党的二十大首次
将“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
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写入党的报
告，习近平总书记今年 7月考察江苏
时再次对拔尖创新人才提出殷切期
望。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这是
应对复杂国际形势的必然要求，是
把握当今时代趋势的必然要求，是
践行为国育才使命的必然要求。

杨树兵强调，面对新时代发展
要求和国家战略迫切需要，高等教
育必须顺势而为、因时而谋，勇于担
当、主动作为。全省高校要进一步
增强忧患意识，更加重视人才自主
培养，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

江苏高校围绕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
量积极作为，一是积极发挥高水平
大学“主力军”作用；二是积极探索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三是积极
构建有利于人才成长的体制机制。
他从教学成果奖评选、创新创业教
育、专业课程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和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等方面，系
统总结了全省本科教育上半年取得
的成绩，并要求重点围绕课程思政
建设、专业建设、产教融合、教学改
革、教学数字化、本科教学审核评
估、教学实验室安全等方面，持续做
好下半年重点工作。

杨树兵要求，要以此次大讨论
为契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江苏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学
促干”新要求，拿出真抓的实劲、敢
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
劲，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加快建设
一流本科教育，推动人才自主培养
工作走在前、做示范，为中国式现代
化江苏新实践提供更加强大的人才
支撑。

王希勤以“融通超越，探索高等

教育强国之路”为题，重点围绕清华
大学深入实施融通战略，推动创新、
教育、科技、人才工作深度融合，为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清华力量
等进行了主题分享。别敦荣以“高
等教育现代化与高校人才自主培养
能力建设”为主题作了主旨报告。

近年来，我省高校坚持以人才
培养为核心，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新
路径，推动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持续
提高。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全省高校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调查研究和教育大讨论活动，掀
起了以立德树人、高质量发展为中
心的调查研究和大讨论热潮。如南
京大学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持续
探索匡亚明学院教改试点，深入推
进“拔尖计划”“强基计划”，不断完
善“三元四维”人才培养体系，构建
了具有“中国特色、南大特质、时代
特点”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东南大学依托全国英才计划高校学
科培养基地，分级设立各层次“英才
计划班”“少年班”，协同优质中学全

力打造“丘成桐少年班”，共同探索
新时代“双一流”高校与高品质高中

“双高协同”贯通培养基础学科拔尖
创新人才新模式。苏州大学加快构
建本科人才培养体系的“四梁八
柱”，开展“三四二一”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行动计划，注重基础性学科研
究，同时面向区域，聚焦智能科学与
技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新一轮
审核评估为牵引，实施“教育教学提
质创优计划”，统筹推进“科教产教
融合”等四大工程，加快构建精准
育人体系。南京师范大学以卓越
教师改革项目为引领，以第三级师
范类专业认证为牵引，服务江苏、
国家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持续
深化教师教育创新示范区改革。
省内还有南京理工大学、河海大
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医科大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一批高校围
绕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高人
才自主培养质量，开展了大量卓有
成效的实践探索。

全省本科高校领导和相关职能
部门负责人共 200余人参加现场活
动，8万余人次在线同步观摩。

江苏新时代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大讨论
首场活动在苏州举行

让更多优秀成果在更多学校生根发芽
我省在“2022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选中喜获佳绩，充分体现了各地各校创新育人模式、赋能时代新人的

有益探索——

日前，教育部公布“2022年国家
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名单，共计
1998项。其中，江苏获“基础教育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1项、一等
奖 10项、二等奖 54项，获“高等教育
（本科）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2项、二等奖67项，获“高等教育（研
究生）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0项，获“职业教育国家
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1项、一等奖
14项、二等奖80项。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是对各级各
类学校人才培养工作和教育教学改
革成果的检阅和展示，江苏获奖项
目充分体现了近年来全省在立德树
人、教书育人、严谨笃学、教学改革
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成绩，对广大
教育工作者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
书育人具有引领作用和示范意义。

坚守育人初心，提升教学本领

从一个年级一个班、学生失学
率和留级率严重、优秀教师流失严
重的一所薄弱村办小学，发展成为
占地 300亩、有 3000名师生，涵盖幼
儿园、小学（3所）、初中、行知基地的
现代化教育集团，南京市浦口区行
知小学几代教师扎根乡村 40年，坚
守初心，致力于乡村儿童享受公平
而有质量的教育，潜心开展行知教
育实验，构建了大情怀育人体系，走
出了一条乡村教育现代化之路。

在“2022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评选中，南京市浦口区行知教育集团
总校长杨瑞清等申报的《大情怀育
人：扎根乡村 40年的行知教育实验》

项目获“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特等奖。该项目系统梳理了学校
40年开展行知教育实验的历程，总结
了行知小学从一所落后的村办小学
发展成为中国新型乡村学校的经验，
凸显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以中国现代教育家的教育思想
解决当代教育实践实际问题的还有
南京市鹤琴幼儿园。该园园长张俊
等申报的《成就“活教师”：陈鹤琴活
教育思想引领下幼儿园青年教师成
长的创新实践》项目获“2022年基础
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该项目介绍了以活教育思想为引
领，针对幼儿园青年教师成长的关
键问题展开的实践探索，并取得明
显成效。一是确立了活教育思想引
领下的教师成长目标与主张，二是
探索了“活教师”的成长路径，三是
构建了“活教师”的成长生态。

南通市启秀中学教师李庾南等
申报的《“班级育人”60年》项目获

“2022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一等奖，李庾南也成为全国两次
获得“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的“第一人”。

李庾南 1939年出生，在启秀中
学从教 66年，连续担任班主任超过
60年，被誉为“道德优美、学术纯粹”
的典范。她长期坚持开展教学科
研，创立了在全国独树一帜的“自
学·议论·引导”教学理论和实践操
作体系，该项成果在 2014年获得“首
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
等奖，也是教育部在全国推广的 60

个基础教育改革成果项目之一。
在超过一个甲子的班主任工作

生涯中，李庾南先后经历了“姐姐班主
任”“妈妈班主任”和“奶奶班主任”3
个时期。在不同时期内，她的德育理
念、班主任工作实践不断变化和提升。
她说：“我非常珍惜当下的时光。孩子
们喜欢我，家长们信任我，社会认可
我，这就是人生的幸福、生命的价值。
我不会离开讲台，和孩子们在一起，我
永远年轻，不会疲倦。”

改革育人模式，夯实创新之基

“优秀人才是可以扎堆出现
的。”提到南京大学国家实验室实验
班对基础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意
义，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微结构国
家实验室主任邢定钰最先想到的就
是这句话。

这句话的背后有着扎实的数据
支撑。自 2009年创建以来，“国家实
验班”已经培养出百余名优秀博士。
据统计，第一届“国家实验班”中物理
学院的27名学生，近一半只用4年就
取得博士学位，3名学生的论文获评
江苏省优秀博士生毕业论文，远高于
普通培养模式的数据。目前，从“国
家实验班”毕业的大部分学生均从事
与学科相关的工作。以第一届“国家
实验班”为例，毕业生中有近一半在
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加州大学
河滨分校、慕尼黑大学等国内外一流
大学工作。

基础学科是国家创新发展的源
泉，基础学科拔尖人才是仰望星空
的“领跑者”。鉴于此，南京大学物

理学科秉承“拔尖人才中国育”理
念，依托该校“三三制”本科培养模
式改革及“四三三”博士生培养模式
改革，以立德树人为中心，以课程贯
通、导师贯通、培养贯通为抓手，提
出了本硕博连读的全程贯通式“国
家实验班”物理学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

经过多年教学实践，该模式持
续探索国家科学平台与拔尖人才培
养相融合的机制和方法，尝试解决
拔尖人才培养中研学融合、管理机
制、评价改革以及德才兼顾等多个
问题，不断培养出一批家国情怀浓
厚、学术水平精湛的优秀人才。南
京大学申报的《全程贯通式“国家实
验室实验班”物理学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探索与培养》项目获“2022
年高等教育（研究生）国家级教学成
果奖”一等奖。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
苏州大学通过课程治理体系创新和
课程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方案设计与
行动实践，围绕“如何激发师生参与
课程建设与改革的内生动力、如何
形成课程体系与课程资源对人才培
养目标和人才需求的有效支撑、如
何有序推进课程改革的整体行动实
践”等方面，为解决当前地方综合性
大学普遍面临的改革问题提供了成
功的实践“样本”。该校申报的《创
新治理 促进交叉 深耕内涵——地
方综合性大学课程重构与改革的苏
大实践》项目获“2022年高等教育
（本科）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下转第2版）

■本报记者 任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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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高校相继启动
受灾学生紧急资助工作

本报讯（记者 董康）
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多
地发生强降雨，引发洪涝、
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并造成
多地发生重大人员伤亡和
经济损失。我省各高校高
度关注，时刻牵挂身处受灾
地区的每一名学生。为帮
助受灾地区学生平稳度过
灾情，各校相继启动受灾学
生紧急资助工作。

东南大学高度重视学
生家庭受灾情况，在详细排
查的基础上，向受灾家庭学
生发放临时困难补助。学
校在第一时间开放临时困
难补助系统，本科生如家庭
遭遇紧急灾害等突发情况
（不限于台风灾害），可与学
院辅导员联系，告知家庭受
灾情况，并登录该校“综合
服务大厅——困难补助”模
块申请临时困难补助。受
灾研究生可与学院辅导员
联系，告知家庭受灾情况，

联系各学院登记。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向

全体学生发出通知：家庭如
遇紧急灾害，可向学校申请
临时困难补助。资助对象
包括近期因台风、洪涝、泥
石流等自然灾害造成人员
伤害或经济损失，导致家庭
经济出现临时困难的在校
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含
2023级已录取的新生）。受
灾学生可联系辅导员说明
情况，并填报《受灾情况摸
排统计表》，提交学院申请
应急专项资助。

为尽早尽快帮助受灾
学生，南京工业大学开放临
时困难补助通道。本科生
可及时联系所在学院辅导
员说明情况，提出临时困难
补助申请，经学院和学校审
核后发放补助。研究生可
及时联系所在学院辅导员，
向研工部提交临时困难补
助申请等。

2023年全省职业院校创新创业
大赛省级决赛在扬州举行

徐缨赴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调研校园安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