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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的全省教育系统工作会议提出，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教育示范省。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教

育的省域实践中，浙江将抢抓新机遇，找准新坐标，选好新赛道，实现新跨越。蓝图已绘就，关键在落实。本报今起推出“奋力打造中国式

现代化教育示范省”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在新赛道书写高校跨越式发展新篇章

超常力度一体建设教育科技人才强省

放大“三位一体”的乘数效应
教学与科研“两张皮”，不只会分散

教科研精力，也会稀释教科研投入；育人

与用人“双标准”，不只会损耗师生的努

力，也会消磨社会的期待。

在“两把尺子”“两套标准”下，当教

育科技人才被割裂对待时，高校极易陷

入围墙高筑的“象牙塔式”窘境。若人才

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脱节、与产业

转型升级需要错频，再经世致用的学问

也只会流于空谈。

倡导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

展，是新发展格局下对高等教育的再定

位。高等教育既是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一

体发展战略的引领力量，也是贯通教育

科技人才的重要交汇点。只有将三者作

为有机整体统筹擘画，才能更好地按需

引才育才、科研攻关，才能在一体发展中

协同发力，放大高校作为人才蓄水池、创

新策源地、知识思想库的作用。

倡导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

展，也是新时代背景下对高等教育的再

寄望。高等教育一头连着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愿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重托，一头连着行业企业对转型

升级的诉求、家庭社会对青年成才的期

盼。只有当三者成为互为支撑、耦合联

动、一体衔接的发展共同体，才能协同

配合、共同作用，培养既能放眼未来又

能立地研究的高素质创新人才，以教

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

共同赋能省域“两个先行”和中国式现

代化。

□本报记者 舒玲玲

清明前后正是春茶采摘的旺季。杭

州西湖边的茶园里，智能采茶机器人挥

舞着双机械臂，识茶摘芽的速度丝毫不

逊于人工。这款由浙江理工大学机械工

程学院农业机器人团队研发的智能采茶

机器人已经升级至第五代，采一颗芽叶

仅需1.5秒，每天可采芽叶4斤左右，基

本实现一台机器替代一名工人。

浙江大学唐睿康教授课题组发现，

在特定材料加持下，野生活病毒可以直

接转化为疫苗；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徐铭

恩教授团队研发出全球首个采用无菌

条件打印出活体器官的生物3D打印技

术……主动对接浙江省“415X”先进制

造业集群和“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各高校不断推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

链、创新链有机衔接。近3年，全省高校

新增智能制造工程、机器人工程、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产业急需专业103

个，占新增专业总数的61.31%。

“要以超常力度一体建设教育科技

人才强省。”全省“新春第一会”吹来春

风，高校在完善科创体系、升级创新主

体、集聚战略人才等方面被寄予厚望。

旌旗一动，千帆竞发。面对新机遇、新

坐标和新发展格局，浙江聚力打造高水

平大学群和高水平学科建设体系，抢占

“双一流196工程”“双百行动”“新型高

校建设”等新赛道，奋力推进高等教育

超常规跨越式发展。

一体布局盘活全域发展
3月30日，浙江工商大学与浙江省

国贸集团合作共建的浙商资产管理学

院成立。作为国内首个专门培养资产

管理人才的学院，将重点聚焦国家和浙

江省战略需要。4月4日，浙江省陆海

国土空间利用与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举

行工作推进会，该中心由宁波大学牵头

建设，将对接“海洋强国”“生态文明”

“陆海统筹”“国土空间规划”等重大战

略需求，实现人才、学科、科研等集成建

设与发展。

“新形势下，高校越来越强调面向

未来，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

场、重点产业、重要领域，培养具有很

强社会适应力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省教育厅高教处二级调研员王国银感

叹，从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到全

省教育系统工作会议反复重申，教育

科技人才一体布局已经从“共识”走向

“共举”。

要形成教育引领、科技搭台、人才支

撑的一体发展、整体跃迁格局，使教育科

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成为教育工作的

制高点。在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

育厅党组书记、厅长毛宏芳看来，对于浙

江而言，“要引导高校开展有组织的科

研，瞄准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

域，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也要引导高校立

足浙江大地，服务‘互联网+’、生命健康、

新材料等三大科创高地建设”。

建有20余个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创

新平台、14个地方产业研究院、40余个

校企地党建共同体，浙理工强化

科研服务，将学科团队前置到产

业集聚区，助力产业升级和企业

转型。从“有组织的科研”到“有

组织的服务”，校长陈文兴说：

“我们要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汇聚更多顶尖

创新人才，抢占前沿技术制高点，争取

更多重大标志性成果。”

学成归国后回到母校浙江工业大

学任教，青年教师程峰加入郑裕国院士

团队，致力于工业酶创制与手性生物合

成技术的研发。倡导“人人进创新团

队”，浙工大1985名专任教师组建起了

259支创新团队，还通过“揭榜挂帅”组

建科技攻关集团军，实现了从单团队作

战向大兵团协同攻关的转变。“要把发

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

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地结合起

来。”校长李小年表示，要对标国际科技

前沿明确科学问题，深入头部企业找准

关键技术，结合团队优势确定科研选

题，做“有用的科研”。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邹红宇）4月 7日下

午，省教育厅召开支持嵊泗教育高质量发

展工作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关于支持嵊泗县走海岛县高质量发展共

同富裕特色之路的决策部署，加快推进嵊

泗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全省实现教育现代

化、建成教育强省发挥积极作用。省委教

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陈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峰在讲话中指出，共同富裕，教育

先行，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的背景下，全省教育系统有责任

也有能力加大帮扶力度，加快嵊泗教育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让海岛的孩子也能

享受更加优质的教育。他希望，相关地

方和学校要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

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扎实抓好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不断提高做好教育工作

的政治站位和思想认识。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理念，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帮

助嵊泗县加快高水平教育体系建设，大

力促进普惠性人力资本提升，培养更多

创新创业人才。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创新落实各项帮扶任务，以对人民对历

史高度负责的态度，把对口帮扶任务记

在心中，把对口帮扶责任扛在肩上，抓紧

抓实抓好各项帮扶工作。

陈峰强调，嵊泗县委县政府要着眼自

主自律自强，不断激发嵊泗教育的内生动

力，进一步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

导，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优化教育资

源配置，把更多政策资源和物质资源向教

育倾斜；要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大力宣传

嵊泗教育的新机遇、新起点、新未来，提振

全县人民对办好海岛教育的信心。舟山

市教育局要加强指导和帮助，在工作力量

投入、教育资源分配等方面向嵊泗倾斜，

共同把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共同富裕试点

地区建设好、发展好。

会上，杭州市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

长蒋锋代表支援嵊泗教育的杭州市各校，

表达了全力帮扶和携手共进的决心。嵊

泗县委书记邬剑波表示，嵊泗县将聚焦优

质优效、优学优享、优师优教，全力办好海

岛群众家门口的优质教育。

杭州师范大学、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

院、浙师大幼教集团、杭州学军中学、杭师

大附属仓前实验中学、杭州丁兰实验中

学、杭州采荷第一小学教育集团、杭州卖

鱼桥小学教育集团等省内8所优质学校

（集团）分别与嵊泗县教育部门、各学段学

校签订了教育帮扶合作协议，未来将在管

理机制、教师队伍、教学活动、学生发展、

资源共享等多方面开展具体帮扶。

会后，参会人员深入枸杞小学、枸杞

幼儿园、嵊山小学、嵊山幼儿园实地调研，

详细了解学校办学、基础设施、课程设置

等情况。

据了解，针对嵊泗县的教育实际和发

展需求，省教育厅等4部门联合印发了

《支持嵊泗县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

案》，提出了提升学前教育内涵水平、提升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水平、实施“县中崛起”

工程、推动特殊教育和成人教育优质发

展、提升职业教育办学水平、加强教师队

伍建设、加强借智借力、推进教育数字化

改革等8项重点帮扶举措，计划通过5年

帮扶，推动嵊泗县形成高质量教育发展体

系，教育综合发展水平得到全面提升，为

促进薄弱地区县域教育跨越式高质量发

展作出示范。

省教育厅召开支持嵊泗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

中国美院
新设“国美发布日”

本报讯（记者 邵焕荣）4月8日，中国美

术学院首次“国美发布日”活动在杭州举行。

活动现场，中国美院书法学院正式宣布成

立，陈忠康担任首任学术院长。该校相关负

责人表示，2022年，国家将“美术与书法”调整

为一级学科，这对提高中国高等书法教育质

量、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

增强文化自信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美院

书法学院的成立正是对时代的积极回应。

当天，中国美院还发布了中国电影高等

研究院和社会美育学院两个学术平台。其

中，中国电影高等研究院将以融合产、学、研、

创、展的运作模式，策动中国电影研究与创

作。社会美育学院从学校美育出发，提倡全

面教育和终身教育，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滋养

大众心灵，倡导通过参与社会实践，助力社会

发展。

“洞天：国美在线艺术社区”和元宇宙艺

术学院两个新事物也同时发布。据悉，“洞

天：国美在线艺术社区”是一个多人实时交互

的在线艺术社区，通过创建数字身份、分享个

人创作、组织参与艺术活动学习、社交、游戏

等方式，打造无限可能的虚拟空间和社交场

景，为全球艺术家、设计师、创作者提供一个

互动、创新的平台。元宇宙艺术学院是单人

沉浸式体验的混合现实界面，以超沉浸的课

程主题世界、超视听的展演交感剧场、超维度

的混合现实入口，打造一人一多元宇宙、一课

一主题世界的虚拟艺术学院。

发布仪式上，中国美院院长高世名宣布，

自今年起学校将每年的4月8日定为“国美发

布日”。“国美发布”是中国美院打造的年度创

意活动，不仅面向中国美院的万余名在校师

生及广大校友，更面向矢志投身中国文化艺

术创新发展的所有艺术界、文化界、创意界、

产业界的同仁，推动发布领风气之先的新理

念、新创意、新产品、新平台。

温职院
建成五大职教共同体

本报讯（记者 舒玲玲 通讯员 周茹茹）
4月6日至7日，职业教育共同体建设高端论

坛在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温职院以“链

接融合，共生共荣”理念打造的五大职教共同

体备受关注。

据介绍，为探索省域现代职教体系建设

新模式，温职院主动融入温州大都市区和产

业集聚区建设，政校行企联动，以下沉分布式

办学的实践布局校区建设，以破壁融合发展

丰富学校高质量内涵，打造了市域产教联合

共同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中高职衔接共

同体、数字职教共同体、科教融汇共同体等五

大共同体，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外”分布式办

学新格局，实现了职教链、人才链、科技链、产

业链、创新链“五链融合”。

论坛上，温职院党委书记王靖高从职教

共同体“为何要建”“如何建设”“建得如何”3

个方面深入阐述了该校建设职教共同体的探

索与实践。他表示，职教共同体建设有助于

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推

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助于集聚政校行

企等产教资源，推动各类主体参与职教办学，

破解职教“五链融合”不深等难题，助推现代

职教体系向纵深发展。

宁波面向全市中小学生
提供公益心理辅导

本报讯（记者 季 颖 通讯员 罗湘波）
为帮助中小学生更好地应对心理困扰，日前，

宁波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开通了线上微咨询

“甬心在线”和线下一对一公益心理辅导服

务，为学生提供情感疏导、压力缓解、心理成

长等方面的帮助和支持。

宁波市中小学生成长指导中心组建了

“甬老师”团队，吸纳了各个区（县、市）内优秀

的心理专家和教师，每个周末开展线下的一

对一公益心理辅导。“甬心在线”是中心打造

的在线心理辅导平台，每天18:30—20:30开

放。该平台汇集了“甬老师”团队的精英力

量，利用“甬心伙伴”小程序，实现与咨询者在

线交流，以帮助咨询者缓解焦虑、减轻压力、

解决情绪困扰等心理问题。“相比传统的面对

面心理咨询，心理微咨询更加高效、便捷和私

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外，宁波还开通了中小学心理热线电话

87368585，提供24小时专业心理咨询服务。

近日，德清县洛舍镇中心学校开展“田间课堂学农事”活
动。学生们来到东衡村百源康植物梦工厂，了解新兴栽培技
术，感受现代农业魅力。

（本报通讯员 王 正 摄）

田间课堂学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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