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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统要情

教育部党组印发通知

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作出部署安排

7 月 7 日，教育部党组印发通知，对各地教育部门和各级各

类高校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出部署。

通知指出，教育系统要深入领会“七一”重要讲话的重大意

义，把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重要讲话相联系、与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相结合、与推动“十四五”时期教

育高质量发展相贯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

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不忘立德树人初心，

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更好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

脉，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努力开创第二个百年

教育发展新局面。

通知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

实到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各方面。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教育工作

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正确办学方向，以政

治建设为统领，切实提升党员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

治执行力。要加快构建高质量党建工作体系，贯彻落实《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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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要着力培养堪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进一步深化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铸魂育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为党和

国家的事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优秀人才。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全力推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着力解决好中央关

心、社会关注、群众关切的问题，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全体人民。要有力支撑国家新发展格局，加快“双一流”

建设，勇于攻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构建高质量科技

创新体系，布局一批国家急需、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发展的

学科专业，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要助力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深入实施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主动搭建

中外教育文化友好交往的合作平台，深入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为

促进各国人民民心相通发挥积极作用。

通知要求，要迅速兴起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的高潮。要及时传达学习，第一时间召开会议传达

学习，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基层党组织要全面学，师生员工要跟

进学，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组织宣讲培训，组建优

秀教师讲师团、大学生骨干宣讲团，做到宣讲巡讲广泛覆盖。要

通过多形式、多层次的培训，确保教育系统把讲话精神把握准、

理解透、落实好。要深化研究阐释，充分发挥教育系统人才和学

科优势，对“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进行体系化研究和理论性阐释，

形成一批有深度、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要设立重大攻关项目，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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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开设专栏、编发专刊，对讲话精神进行全方位、深层次、多角

度的研究阐释。要融入教育教学，扎实推动“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结合各学科专业教材内容，修订大

中小学不同学段相应教材，及时组织开展高校思政课教师和哲学

社会科学骨干教师联学联讲联研活动。在“开学第一课”中，要

将讲话精神作为重点教学内容进行安排。在整体推进课程思政建

设过程中，将讲话精神全面融入课程教学。

（摘编来源：教育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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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发展动态

南京大学正式成立国际关系学院

近日，南京大学正式成立国际关系学院。南京大学副校长裘

援平指出，建立和发展国际关系学院将有助于带动相关学科进一

步打开国际视野、提高国际水平、培育国际优势、增强国际交流，

为建设“第一个南大”发挥应有作用。她强调，建设国际关系学

院要明确办学方向，服务国家需求，增强学科设置的针对性，改

革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加快培养复合型国际化人才。同时，结

合学校发展目标，建设“第一个南大”的“第一个国际关系学院”。

学院发展必须立足中国外交实践，将中国外交的成功经验融入课

程，处理好中国和国际、教学和科研、基础研究和应用、一级学

科和二级学科的关系，充分发挥南京大学交叉学科的优势，坚持

需求导向、注重基础、突出特色、打造精品，实现学科建设、课

程设置、培养体系、教材建设、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创新发展、特

色发展。

（摘编来源：青塔公众号）

山东大学与云南省共建

山东大学云南创新研究院

2021 年 6 月，云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学勤会见山东

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术才一行，双方就进一步深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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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合作和产教融合开展合作交流，并就共建山东大学云南创新研

究院开展了深入探讨。

李术才介绍了山东大学的发展情况以及与云南省在基础设

施、智能制造、技术成果和人才交流等方面的合作情况，并表示

将通过双方合作共建研究院的契机，汇聚优势资源，聚焦关键技

术，打造国际知名的智能建设与工程安全技术新型研发机构，进

一步推进山东大学与云南省深度合作。

王学勤指出，山东大学在研究院建设方面有实力、有魄力、

有经验，通过合作共建研究院，引进东部地区先进理念和技术人

才资源，将有效带动云南省科技创新发展。研究院的建设要争取

尽快启动，聚焦产业、目标明确、机制灵活、精准务实，高效推

动山东大学科技成果在云南转化落地。

山东大学云南创新研究院将瞄准国际学术和科技前沿、以国

家和云南省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打造“根植云南、辐射全国，

国际领先”的科技创新平台，服务重点产业和重大工程建设，助

力云南科技创新和相关产业快速发展。

（摘编来源：青塔公众号）

香港中文大学与复旦大学合作成立

生命科学与医学联合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学（中大）与复旦大学（复旦）于 6 月 30 日举办

“生命科学与医学联合研究中心”成立仪式。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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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崇智教授与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教授代表两校签署联合研究中

心合作协议，并一起为中心主持揭牌。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致辞时表示：“中大 2025 策略计划

强调大学以其领先的科研强项为本，致力促进研究卓越，其中一

个策略性研究范畴是创新生物医学，当中包括生命科学、基因、

基因组和精准医学等领域，作为跨学科的研究主题。联合研究中

心建立在双方深厚的合作基础上，构建一个更制度化和实体化的

平台，进一步发挥各自的研究专长，充分利用两所大学的优质研

究资源。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必可取得丰硕成果。”

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教授在致辞中指出，香港作为粤港澳大

湾区的中心城区和区域发展核心引擎，在国家发展中有著举足轻

重的作用。中大是复旦在香港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自 2001 年至

今，双方达成多项战略合作，不断推动著两校、两地之间的学术

交流。生物医学领域具备高度的交叉性、综合性与应用性，而复

旦与中大在生物医学领域有很深的研究底蕴，也有各自的侧重点，

具有很好的互补合作优势。合办生命科学与医学联合研究中心将

进一步深化双方的科研交流，有助于商讨生命科学医学领域的长

效合作框架，同时可将科学研究、产业转型等重点议题融会贯通，

促进新兴领域的发展。

联合研究中心将集中研究生命科学及生物医学相关的广泛领

域，主要集中四个研究方向，包括基因组与遗传病、人类表型组

与精准医学、发育、干细胞与再生及多学科交叉融合，从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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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组织及个体的多维度研究健康和疾病人体，并把不同的学

科和研究有机整合，体现系统性和前沿性。中心还将开展跨区域

和跨学科的合作，致力打造顶尖研究基地及培养人才，并为来自

各地的研究者提供交流平台。

（摘编来源：青塔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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