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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纯纯

全省教育强省建设大会进一步明

确了我省高水平大学建设的目标任务

和使命愿景，也赋予了各高校更大的责

任与使命。近日，记者走访了宁波大

学，学校校长、党委副书记，中国科学院

院士蔡荣根表示，学校将以“双一流”建

设为契机，全力推进“一校一策”方案落

地落实，谋深做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

贯通”这篇大文章，努力实现更多实质

性突破，取得更多标志性成果，为高教

强省建设作出独特的宁大贡献。

记者：会议强调要在推动高等教育

整体性跃升上取得新进展。锚定省委

对宁大提出的“双轮驱动、学科造峰”目

标任务，学校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总体发

展思路？

蔡荣根：2025年对学校而言是非

常关键的一年。简单来说，我们将持

续做好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服务社会

三方面工作。结合省委审议的“一校

一策”方案，具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

是明确“学科统领、改革牵引”的总体

建设思路，推进系统性体制机制改革，

以学科建设带动学校整体性提升；二

是深化“力学攻坚、水产登峰”的双轮

驱动战略，打赢力学“双一流”攻坚战，

努力实现水产学科登峰目标；三是坚

持“国家战略、区域发展”的社会服务

面向，立足浙江及宁波，聚焦海洋经济

发展、制造强国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

更好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四是推

进“人才引领、成果导向”的两个战略

支点，在引育国家级人才、获得标志性

成果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五是强化

“资源集成、治理提升”的支持保障体

系，用好“宁波帮”捐资助学的独特优

势，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记者：学科建设是推进学校整体发

展的引擎。宁大如何进一步深化“力学

攻坚、水产登峰”战略？目前取得了哪

些突破性成果？

蔡荣根：2022年力学学科进入第

二轮“双一流”建设，2026年将迎来第

三轮“双一流”评估工作。今年2月，我

们召开了第3次学校“双一流”建设战

略咨询专家委员会会议。专家们对宁

大力学学科这几年的建设成效给予充

分肯定，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在“力学攻坚”方面，学校进一步提

出“双高峰”发展战略，即面向海洋强国

和制造强国两大国家战略，围绕“筑高

地、冲国奖、强弱项”三大核心任务，打

造爆炸与冲击动力学和极端环境材料

力学两个学科高峰。

在省市两级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

力学学科已经形成高端人才快速集聚、

师资队伍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国家级

高层次人才达16人。科研奖项的级别

和数量也均得到了显著提升，实现主持

获得浙江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的全面

突破。同时，在科研成果转化上，力学

学科也以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和支

撑宁波市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为目

标，不断提升社会服务能力。2022年，

学校发起成立宁波市“力学+”智能制

造产学研联盟，目前共有100余家制造

业单项冠军企业和科研院所加入，围绕

“力学+”形成100余项合作项目，合同

经费近4.8亿元。

在“水产登峰”方面，学校打造以

“健康养殖”为核心，以科教融汇、产教

融合为优势的学科体系。通过高素质

人才培养、高层次人才引进、高水平科

研创新、高品质国际合作和高效能治理

改革等途径，实现水产学科综合实力位

居全国第3位，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1项，自主培育国家“杰青”1人，

引育海外“优青”2人，国家级高层次人

才从4人增加到8人。

接下来，学校将进一步加大人才引

育力度，推进评价机制改革，打赢力学

“双一流”攻坚战，实现水产学科登峰目

标，扎实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在国家

科技领域三大奖上实现新突破。

记者：在引育国家级高层次人才这

一重点工作方面，学校计划实施哪些创

新性举措？

蔡荣根：千条万条，人才第一条。

过去3年，学校国家级人才增长数量已

经实现翻一番。针对当前人才竞争愈

加白热化的趋势，学校也专门谋划了未

来3年的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工作方案。

首先是引人才。近期，聚焦国家级

人才增长计划，我们系统梳理了全校各

学科人才的存量和增量，构建了2025

年至2027年国家级人才引育目标清单

和工作方案，未来将面向全球实施人才

引进计划，形成“领域清单”“人才清单”

和“措施清单”。形成重点领域关键人

才引育针对性路径方案。建立引才对

象清单和校领导直接联系引才对象机

制，提高人才引进经费标准，学科引才

经费不设上限，实施“一人一议”“举荐

引进”等机制。

（下转第2版）

努力建成国内一流的地方综合性大学
——访宁波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蔡荣根

□本报记者 朱郑远

最近，6.3万平方米的浙江农林大学

新农科教育教学中心正式投入使用，食

品与健康学院、新农科交叉研究中心等

涉农机构逐步进驻，因有着先进的器材

设备、完善的功能和舒适的环境，迅速成

为学生学习的好去处。“之前在老教学楼

时，由于空间不足，我们总是把超低温冰

箱等设备放在走廊上，查看一趟要走不

少路。现在设备就在教室内，十分方

便。”学生小顾兴奋地说。

这是我省大力推进高校基础设施提

质工程的缩影。2023年起，浙江聚焦高

校基础设施短板精准发力，实施普通高

校基础设施提质工程，加快构建与高等

教育强省战略相适应的高校基础设施体

系，为高水平大学和高教强省建设打好

基础。

一条雪中送炭的“意见”
浙农林大基本建设处处长刘守赞表

示，我省在2023年出台的《关于实施普

通高校基础设施提质工程的意见》堪称

“雪中送炭”。彼时的校园中，教学楼与

宿舍楼楼龄普遍超过20年，墙皮剥落、

设施设备老化、实验台面发黄发黑等问

题突出，加之公共空间局促，校方承受着

巨大压力。

“虽然学校在2023年修建了两栋新

的宿舍楼，但是随着学校的迅速发展，床

位依旧十分紧张。”刘守赞说。

面临类似困境的高校远不止这一

所。设施设备老化、办学空间不足、住宿

床位紧……我省不少高校都存在类似问

题，这已成为制约各高校建设高水平大

学的现实因素。

因此，2023 年我省启动了普通高

校基础设施提质工程，计划通过5年时

间，开展高校基础设施维修改造、学生

宿舍提升、校园空间增容3项行动，持

续改善高校基本办学条件。到2027年

年底前，基本解决高校基础设施方面

问题。

“规划是龙头，是方向。省发改委与

省教育厅指导各高校编制了‘一校一策’

基础设施提质工程实施方案。该方案打

破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传统修缮

和建设模式，通过对症下药的方式，让调

研组提前入场、深入调研，对校园基础设

施、空间场所等进行系统性升级作出

规划。”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相关负责人

表示。

如何“对症下药”？要看各校具体情

况。例如，浙农林大正在加速推动校园

空间增容行动，新建的两幢宿舍楼已正

式结顶，另一处规模更大的学生宿舍新

建项目——H区学生宿舍建设工程以及

弥补校园基础设施不足的体育中心建设

项目，均已立项；中国美术学院则因为艺

术类学科对教学和创作空间的特殊要

求，计划在2024年至2027年通过基础

设施提质工程，新建建筑面积8.9万平方

米的校舍，缓解教学与宿舍空间不足的

难题……

据了解，目前我省已有38所省属高

校的“一校一策”方案经省委常委会会议

或省政府专题会审议通过并批复实施，

确定了省属高校92个新建项目。

精准施策满足民生“刚需”
3月13日，浙江理工大学学生生活

一区4号宿舍楼干净明亮的洗衣房里，学

生石子芊将衣服从洗衣机里取出，放入

一旁的烘干机，回宿舍继续学习。“现在

洗烘衣服都可以通过手机进行预约，还

能实时收到提醒信息，十分方便。”在她

看来，宿舍楼环境、条件改善后，不仅让

学生们感受到智能化的便捷，还大幅提

升了校园生活的幸福感。

浙理工下沙校区于2003年全面启

用，至今已有20余年。虽然寒暑假期间

持续进行修缮，但由于工期短、投资小，

“老破”的问题依旧突出。2024年开始，

学校分批次对26幢学生宿舍楼楼宇、安

全防护设施等进行提质改造，总投入超

过8000万元。

以学生生活一区4号宿舍楼为例，设

施设备落后、墙面老旧的公共区域均整

体重新改造布局、装修，宿舍内部同样进

行了大改造——老旧的门、灯及卫生间

全部翻新，并进行功能模块化调整，提升

使用舒适度；老旧、生锈的晾衣架升级成

伸缩晾衣架，家具功能得到深度优化，学

习与储物空间大大增加……

（下转第2版）

硬件提质 高校焕新
浙江深入推进高校基础设施提质工程

温州：在职教师有偿补课
可“扫码举报”

本报讯（通讯员 张丽安）近日，温州市教

育局公布“温州市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监

督二维码”，就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专项整

治工作作出统一部署，对于接到的举报线索将

迅速组织查处，对查实存在违规行为的对象视

情予以严肃处理。

据了解，温州市教育局要求各地各校主动

公开监督投诉举报方式，加大教育警示、明察暗

访、追责问责力度，始终坚持以严的基调、严的

措施、严的氛围严厉查处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

补课，重点整治中小学教师参加、组织有偿补

课，或到校外培训机构兼职补课行为。对查实

存在的典型违规案例将通报到本地本校每一位

教师。对整治工作不到位，存在教师有偿补课

的学校，将追究学校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温州市教育局及各县（市、区）教育局举报

电话及邮箱也与“温州市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

补课监督二维码”一并公布。

浙江万里学院发起成立
全国高校生活思政建设联盟

本报讯（通讯员 罗 旋 施冰洁）3月15

日，全国首个高校生活思政建设联盟在宁波正

式成立。

据介绍，联盟由浙江万里学院发起，联合喀

什大学、西华大学、重庆交通大学、南京晓庄学

院等来自全国10个省（区、市）的21所院校共同

成立。联盟旨在提升高校思政教育的实效性与

针对性，打响“真理的味道”思政育人品牌，使高

校思政教育真正地“融入生活，引领生活”，真正

全方位提升思政的引领力。

联盟将以“三维赋能”体系构建思政生活化

生态体系：构建高校生活思政教育标准化体系，

形成覆盖教学、管理、服务全场景的标准化育人

范式；完善教师发展支持体系，实现师资队伍专

业素养的螺旋式提升；探索建立生活思政质量

评价体系，推动生活空间思政要素向育人实效

转化。

办学多年，浙江万里学院构建起以生活思

政为特色的“真理的味道”大思政课育人路径。

学校以生活为大场景，以大课堂拓展大思政课

育人场域，在生活区设有社会实践基地、劳动教

育基地、创业训练基地、生活实践基地、品牌打

造基地等5大类20余个基地，为学生提供社会

实践、劳动教育、创客创业的平台。

湖州推进检察官
法治副校长实职化履职

本报讯（通讯员 王艳琦）湖州市日前召开

检察官法治副校长实职化履职工作推进会，进

一步促进司法保护与学校保护深度融合，为未

成年人营造更加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

会上，“繁星智汇——未检综合履职线索

通”小程序正式上线。该小程序深度整合检察

业务应用系统案件数据，通过全方位收集学校、

社区、医疗机构等多场景的异常信号，建立起包

含50余类未成年人司法案件特征的标签体系，

搭建起覆盖广泛、预警智能的风险评估和预警

模型，可实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从被动响应向

主动预防、从碎片管理向系统治理转变。

现场，检教双方还联合会签了《关于建立检

察官法治副校长实职化履职工作机制的实施意

见》，为检察官法治副校长实职化履职提供了全

面、系统的制度保障，进一步明确了工作方向与

职责。

近年来，湖州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将检察官法治副校长实职化履职作为完善未成

年人保护体系的重要抓手。检察官法治副校长

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深入各中小学与幼儿园，精

心打造“点单式”普法课程，开展检察开放日、模

拟法庭、专题讲座等沉浸式普法宣讲活动，与学

校合作研发制作法治宣传课件与视频，进一步

扩大普法工作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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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德国汉堡市莱辛菲尔德文理中学师生一行14
人访问桐庐县实验初级中学，开展为期6天的交流活
动。其间，德国师生深入感受中国非遗课堂，体验烙画、
扎染等特色课程。图为扎染课程现场。

（本报通讯员 徐军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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