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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统要情

陈宝生为直属机关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9 周年，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围

绕“强化政治机关意识、走好第一方阵”为直属机关党员、干部

讲专题党课。

陈宝生指出，一要把彰显政治属性作为根本要求。要从“百

年历程”把握历史逻辑，从“两个大局”把握时代方位，从“两

个大计”把握教育使命，充分认识加强直属机关党的政治建设，

是秉持和发扬教育报国优良传统，坚守教育报国初心使命的应有

之义；是打通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教育决策部署“最先一公里”

的根本之举；是抓机关、带战线，全面加强教育系统党的政治建

设的现实之需。二要把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首要任务。“两个

维护”是我们党坚强有力的保证，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

幸福的保证。作为意识形态属性很强的教育部直属机关，必须把

政治属性作为第一属性，把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第一要求，把做

到“两个维护”作为第一标准，深入推进“两个维护”具体化，

把“两个维护”融入血脉、见诸行动。三要把以人民为中心发展

教育作为目标追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人

民立场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作为我们党工作的中心。直属机关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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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坚持公平和质

量相统一、当前和长远相统一、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相统一，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四要把净化政

治生态作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来抓。要标本兼治，着力在“立”

“治”“养”“清”上下功夫。“立”是指立标立规，让党内政

治生活更加严肃，政治标准选人用人导向更加凸显，政治纪律政

治规矩更加严明。“治”是指整改整治，聚焦“灯下黑”问题开

展专项整治，聚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开展集中整治。“养”

是指涵养滋养，加强政治文化建设，持续弘扬“奋进文化”。“清”

是指正风肃纪，围绕“存量清楚、增量清零、政治清明”下功夫，

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政治生态。五要把提升政治能力作为重

要保证。直属机关党员干部要在思想淬炼中坚定政治信仰，在政

治历练中擦亮政治底色，在实践锻炼中强化政治担当，在专业训

练中完成政治使命。要始终坚持教育报国守初心、立德树人担使

命、赤胆忠心铸忠诚、奋进有为抓落实。

（摘编来源：教育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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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发展动态

复旦大学召开研究生教育大会

6 月 30 日上午，复旦大学召开研究生教育大会，谋划并部署

未来三年及中长期学校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方向及工作落实。

焦扬代表学校党委在大会上讲话。她指出，本科生教育是立

校之本，研究生教育是强校之基。“十四五”期间，要把研究生

教育摆到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大投入力度、重点发展、力求

突破，具体要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大

力推进研究生思政课改革，加强研究生课程体系和课程思政建设；

二是以服务国家为导向，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积极服务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三是以提升质量为主线，坚持问题导向、结

果导向，严把“入口关”“出口关”，带动全链条、全方位的提

升；四是以导师队伍为关键，坚持育人者先受教育，为导师提供

体系支撑和制度激励；五是以深化改革为动力，推动研究生教育

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更加注重体制机制创新、

全面深化综合改革，特别是研究生管理体系改革必须发挥“三线

联动”机制优势，解决长期以来困扰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深层次管

理问题。

许宁生在讲话中指出，在新时代要形成以“高精尖缺”为导

向的研究生培养格局。研究生教育工作需要新理念、新机制和新

模式，要推动优化研究生培养结构，提升博士生培养比例；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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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改革创新，做实交叉融合招生和培养机制、做大本硕博贯通

培养规模、探索未来顶尖科学家和人文大师培养机制，开通一切

利于创新的大门；要革新分类培养理念，突出学术主导的培养模

式，课程为主、专业学位培养都要突出学术主导，技术类、工程

类、管理类人才培养也应该在课程内涵和研究计划中体现学术主

导；要强化研究生培养与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向青年和中青年教

师、有学术活力的导师和学生倾斜；要提升学业学术和创新成果

评价的引导功能，出台研究生教育的“三个一流”评价办法。

许宁生指出，还要处理好综合学科实力与高精尖缺人才培养，

国家使命和人类文明进步担当与学科发展，培养规模与质量，分

类培养与内涵核心要求，“五唯”与多维评价，学位论文与发表

文章专著，顶尖科学家和人文大师培养需求与基本培养机制的矛

盾，导师职责与学生自律，思想品德与真才实学，建立优良校风

学风、师德师风、作风师风学风与抵制不良之风等十大关系，贯

彻新理念，推进新机制，形成新模式。

许宁生强调，要提升研究生教育目标定位，打造创新型国家

“高精尖缺”人才供给能力，提高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经

济发展能力；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发挥“三全育人”的优势与

合力；要以培养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作为研究生教育的核心工作，

要以学科建设作为“高精尖缺”创新人才培养的牢固基础。

许宁生还就推进学校研究生教育三年行动计划进行了工作部

署。一要大力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实施导师遴选、招生资格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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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推进招生工作改革，特别是出台实施“卓博计划”。三要深

化培养模式改革，建设新型研究生培养体系。四要建设研究生教

育质量保障体系，优化学术评价标准，提高人才培养和学位授予

质量。五要加强研究生教育支撑保障体系建设。

（摘编来源：复旦大学官网）

北京大学成立中俄数学中心

日前，中俄数学中心成立仪式举行。中俄数学中心的建设由

北京大学和莫斯科大学牵头，依托数学“双一流”建设联盟，联

合国内相关单位和圣彼得堡大学等俄方高校、科研院所共同参与

中心建设。根据北京大学、莫斯科大学及中俄兄弟高校的共识，

聘任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继平院士，担任中俄数学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校长郝平指出，

北大和莫大等高校共建中俄数学中心，将深化两国的人文交流，

提升两国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水平。郝平强调，中俄数学中心要

引领数学主流研究的发展，要成为卓越人才的培养基地。

（摘编来源：北京大学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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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首次颁发科学研究奖

6 月 30 日，南开大学首次颁发科学研究奖，并举行隆重的颁

奖仪式。

南开大学科学研究奖于 2019 年设立，2020 年首次颁发。包

括重大成就奖、杰出贡献奖和青年创新奖三大子类奖项，今年总

奖金为 500 万元，其中重大成就奖奖金为每人 100 万元。南开大

学科学研究奖一般两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重大成就奖不超过 2

人，杰出贡献奖和青年学者奖各不超过 10 人。

其中，重大成就奖授予为学校的科研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科

研工作者，其在专业领域内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取得国

际领先的高水平创新性研究成果，产生重大学术贡献或社会经济

效益。我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著名学者、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罗

宗强，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周其林获得首届

南开大学科学研究奖重大成就奖。

杰出贡献奖授予为学校的科研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科研工作

者，其在专业领域内具有一定影响力，取得国际领先水平的高水

平创新性研究成果，产生较大学术贡献或社会经济效益。

青年创新奖授予自然科学研究工作者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取得创

新性成果，具有发展潜力的青年科研工作者。

（摘编来源：南开大学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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