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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声音】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强调

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2 月 28 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意见》。

会议指出，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有各项事

业发展的广阔舞台，完全能够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完全

能够培养出大师。要走好基础学科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坚持面向世界

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律，加

快建设高质量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体系。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把理想

信念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人才深怀爱党爱国之心、砥砺报

国之志，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

要优化人才发展制度环境，打好基础、储备长远，发挥高校特别是“双

一流”大学培养基础研究人才主力军作用，既要培养好人才，更要用

好人才。

（来源：央广网官方帐号 发布时间: 2022-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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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主持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时强调

把深化改革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抓细抓实

3 月 22 日，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宁主持

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时强调，要把深化改革放

在更加突出位置，把改革工作抓细抓实。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2022 年工作要点、

《关于贯彻〈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的实施意

见》和《云南省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 22条措施》等文件。

会议强调要把深化改革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统筹推进专项改革和

集成型改革，建立强有力的工作机制，把改革工作做得再实一点、再

细一点。要大力推进作风革命、效能革命，积极运用现代技术手段，

推动政务服务标准化，大幅提升办事效率。

（来源：云南发布公众号 发布时间： 2022-03-22 ）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

《规划》明确“十四五”时期中医药发展的基本原则，即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坚持遵循发展规律，坚持深化改革创新，坚持统筹协调

推进。《规划》提出，到 2025 年，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明显增强，

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政策和体系进一步完善，中医药振兴发展取得积极

成效，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独特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规划》提出了

中医药服务体系、特色人才队伍、传承创新、产业和健康服务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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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开放发展、治理水平等方面的具体发展目标，以及十五项主要发

展指标。

《规划》部署了十方面重点任务，包括建设优质高效中医药服务

体系，提升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建设高素质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

高水平中医药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体系，推动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业，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发展，加快中医药开放

发展，深化中医药领域改革以及强化中医药发展支撑保障，并安排了

十一类共四十四项重大工程项目。

（来源：新华社 发布时间：2022-04-01）

云南省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教育卫生科技等

重要指标

经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7146.76 亿元，比

上年增长 7.3%，两年平均增长 5.6%。

全年全省财政总收入 4247.45 亿元，比上年增长 6.3%。全省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278.24 亿元，比上年增长 7.6%。其中增

值税 563.83 亿元，增长 0.1%；企业所得税 229.30 亿元，增长 5.4%。

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6634.40 亿元，比上年下降 4.9%，

剔除不可比因素，同口径增长 3.1%。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63.93

亿元，下降 6.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97.40 亿元，增长 1.9%；交

通运输支出 601.40 亿元，下降 4.3%；农林水支出 919.82 亿元，下

降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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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高等教育招生 44.73 万人，比上年下降 1.6%，在校生 135.57

万人，增长 5.6%，毕业生 35.43 万人，增长 13.3%。其中：研究生招

生 2.30 万人，增长 8.3%；在校研究生 6.36 万人，增长 16.1%；毕业

研究生 1.36 万人，增长 6.0%。普通本、专科共招生 35.20 万人，增

长 1.8%；在校生 104.41 万人，增长 8.3%；毕业生 25.93 万人，增长

10.3%。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 7.23 万人，下降 17.7%；在校

生 24.81 万人，下降 6.3%；毕业生 8.14 万人，增长 26.1%。

年末共有国家批准组建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 个、省级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123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7 个、省重点实验室 115 个，创新

型企业 277 家，创新型（试点）企业 154 家。全年共登记科技成果

545 项，主持 1项科技成果获得 2021 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年末全省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26879 个，其中，医院 1405 个，在

医院中有公立医院 449 个，民营医院 956 个；医疗卫生机构拥有床位

数 33.45 万张，卫生技术人员 37.95 万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12.66 万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50 个，卫生技术人员 0.80 万人；

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28 个，卫生技术人员 918 人；妇幼保健

院（所、站）147 个，卫生技术人员 1.96 万人。乡镇卫生院 1369 个，

床位 5.51 万张，卫生技术人员 5.65 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 29453.05

万人次，出院人数 991.60 万人。

（来源：云南省统计局 2022-03-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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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出台“十四五”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规划

2022 年 3月 17 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云南省“十四五”生物

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我省生物医药产业

的发展思路、原则和目标，并就产业发展重点任务、主要措施、保障

条件进行了部署。

《规划》提出，到 2025 年，生物医药产业营业收入实现“保四

争五”目标，即确保达到 4000 亿元，力争达到 5000 亿元，年均增长

10%以上，其中，生物医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1500 亿元以上，年均

增长 20%以上。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达到 1200 亿元，年均增长 10%

以上。力争生物疫苗产业实现批签发量和批签发货值双第一。

《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我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点任

务：做强品种，优先发展以疫苗为重点的生物技术药，以配方颗粒为

代表的现代中药，以天然提取物为基础的健康产品，加快化学药、医

疗器械、兽药的研发及产业化，推进生物医药制造业转型升级。做优

品质，科学发展三七、灯盏花、滇重楼、天麻、石斛等原料大品种，

繁育优良种源，加强优质原料基地建设，加快“云药之乡”提质增效，

推进中药材优质原料基地建设。做大市场，借助“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手段，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

作用，大力开展对内对外合作，以市场体系建设、企业经营管理信息

化、商贸国际化发展为重点，构建完善生物医药产品商贸体系。

（来源：云南日报 发布时间：2022-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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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 26 个一流专业、30 个新兴专业将获省级支持

根据《云南省教育厅关于报送本科高校专业增 A去 D规划建设方

案的通知》要求，云南省遴选拟支持建设省级一流专业 26 个，拟支

持建设新兴专业 30 个，我校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专业获省级一流专

业支持建设。

（来源：昆明教育公众号 发布时间: 2022-03-25）

【他山之石】

●上海交大医学院实施一流学科建设“四峰”工程

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期，交大医学院将继续全面深入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实施一流学科建设“四峰”

工程，即通过打造临床研究与转化的“尖峰”工程，建设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的临床医学学科标杆；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构建引领型一

流学科“攀峰”工程：形成“大口腔”学科建设新态势，推动颌面外

科学与牙科学协同发展；大力推动“大基础”学科建设新突破，持续

推进“从 0到 1”的原始创新和“从 9 到 10”的成果转化；全面加快

新药研发，提升临床药学服务能级，夯实药学学科内涵；全面推动公

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护理学、医学技术等学科协同发展；重点布局数

字医学、医学技术、脑科学等新兴交叉学科“造峰”工程；筑牢一流

学科发展创新团队支撑体系“筑峰”工程，推动优势学科强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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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学科融合发展，新兴学科精准发展，坚定不移地走医学教育内涵

式发展道路，深化改革，创新机制，释放活力、挖掘潜力、凝聚合力。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官网 发布时间： 2022-03-08）

●上海交大重庆人工智能研究院落户西部（重庆）科学城

3 月 28 日，上海交通大学重庆人工智能研究院(下称“重庆人工

智能研究院”)近日正式落户西部(重庆)科学城，今后将加快推动上

海交大科研成果在渝转移转化。

重庆人工智能研究院由重庆高新区管委会和上海交通大学合作

共建，将依托上海交大的科技和人才优势，围绕我市新兴产业战略规

划布局，聚焦人工智能在工业软件、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药物、

智慧人文与艺术、智慧教育等领域的应用，培育建设具有区域特色和

产业支撑能力的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协同创

新平台。

（来源：双一流高校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2-03-29 ）

●南方科技大学进入英国临床医学学位新机构名单

3 月 15 日，英国医学总会（General Medical Council, 简称 GMC）

正式将“南方科技大学伦敦国王学院医学院”（以下简称“联合医学

院”）列入其授权授予英国临床医学学位新机构名单。这是中国大学

第一次进入该名单，标志着中英两所高校将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共

同合作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医学人文素养、通晓国际规则、融通中英

文化的高端医学人才。联合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合作办学项目的成功

javascript:void(0);
https://view.inews.qq.com/media/5096721?tbkt=C1&uid=
https://view.inews.qq.com/media/5096721?tbkt=C1&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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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为中国学生在本土获得世界一流医学教育，取得英国医学总会

认可的临床医学学位，成为通行世界的拔尖创新医学人才建立了通道。

（来源：软科官方账号 发布时间：2022 年 3 月 18 日 ）

●国家精准医学产业创新中心落地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

3 月 23 日，国家精准医学产业创新中心揭牌仪式在成都天府国

际生物城举行，该创新中心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牵头，是我国生物医

药领域布局建设的第一个产业创新中心。

精准医学是基于个人的基因、环境、生活方式，用于疾病的预防

和治疗的新型医疗模式。国家精准医学产业创新中心将建设精准诊断、

精准治疗、精准评价 3个关键共性技术平台和 1 个精准医学战略资源

库支撑平台，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形成一批关键

核心技术。目前，项目初期总投资 10.52 亿元。

预期未来 3-5 年，该中心将有效整合精准医学行业各类创新资源，

在细胞治疗、肿瘤靶向新药和疫苗研发、医学 3D打印和人工智能等

重点技术领域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并面向行业领域提供公

共技术服务，汇聚产学研合作单位 600 家以上，取得重要自主知识产

权 1000 项以上，带动精准医学产业产值规模超 1000 亿元。

（来源:四川大学官网 发布时间：2022-03-24）

●郑州大学牵头设立 3 个重磅实验室

3 月 22 日，作为河南省一流创新平台建设的“第二梯队”，3 家

省实验室、15 家省产业研究院、13 家中试基地集体揭牌。其中，3



发展改革简报（第 1 期）

- 9 -

家省实验室分别为中原关键金属实验室、龙门实验室、龙湖现代免疫

实验室，均由郑州大学牵头建设。

龙湖现代免疫实验室则是由郑州大学和河南农业大学牵头设立

的，河南农业科学院、河南大学等单位参与协办，这个实验室将面向

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安全重大战略需求，聚焦超级疫苗、抗体与

蛋白质药物、免疫检测与诊断技术、食品安全、生殖免疫与动物性别

控制等 5 个研究方向，努力实现新冠肺炎、非洲猪瘟等重大疫病免疫

机制和疫苗创制核心技术突破，引领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以及养殖业

高质量发展。

（来源:双一流高校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2-03-28 ）

●南京医科大学打造全周期师资培养体系

南京医科大学积极实施人才强校战略，紧紧抓住培养、引进、使

用三个环节，打造全周期师资培养体系，推进人才工作的规范化、科

学化、高效化。

重引进，提升拔尖人才效能。学校高度重视博士后工作，针对博

士后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完善导师与博士后责权利分担机制。

重培养，激发本土教师潜力。重点瞄准临床师资，加强高水平临

床师资建设，实施学校与附属医院互聘教授制度。

重使用，激发人才队伍活力。创新人才评价制度，坚持分类指导

原则，对于新冠疫情防控一线的教师实行倾斜政策，对于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实行职称晋升单列评审。畅通评价渠道，实施教学型教授和

https://www.163.com/dy/media/T15983409604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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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型教学副教授制度、实施校聘教授制度、设立博士后特设岗位，

进一步拓展聘任途径，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来源：南京医科大学官网 发布时间: 2021-11-11）

●昆明理工大学“十四五”规划提出：综合排名到 2025 年跻身全国

前 50 位

3 月 25 日，《昆明理工大学“十四五”发展总体规划》在其官

网正式发布。规划指出：到 2025 年，在新一轮“双一流”动态调整

时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行列，综合排名跻身全国前 50位。

（来源：软科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2-03-29 ）

【校内动态】

学校对 2021 年度科技工作业绩进行奖励

近日，学校为贯彻落实“四个面向”科技方针和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新时代科技评价改革的总体要求，以科技创新质量、业绩和贡献为

导向，推动学校科技工作高质量发展。根据学校科技工作业绩奖励评

审委员会评审结果，对为服务国家和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为高水平医

科大学和“双一流”建设作出积极贡献的科学技术人员和单位给予

奖励，奖励 3 个团队和 10个单位。

【改革视角】

走好基础学科人才自主培养之路

赵世奎在 2022 年 3 月 22 日《光明网》撰文认为，学科是人才培

养的基本单元和基础平台，是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支柱。基础学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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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在整个学科体系中具有根本性、先导性作用，是国家创新发展的源

泉、先导和后盾。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尽

管基础研究具有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成

果的产出和转化一般也需要较长的周期，但从历史上看，那些给人类

社会带来变革性影响的技术大多源于基础研究的突破。基础研究一方

面要以探索世界奥秘的好奇心来驱动，另一方面要通过重大科技问题

带动。新的时代，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竞争，更要扎根中国大地，紧

密结合国家战略需求，胸怀“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者”。如此，

才能使基础学科人才自主培养之路行稳致远。

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比较而言，

基础学科人才成长有两个典型的特点，一是需要持久专注某一学科，

潜心钻研，形成深厚的知识积淀；二是探索性强，研究成果和进展往

往难以预测。走好基础学科人才自主培养之路，既要回答好怎样培养

人的问题，也要解决好选得对、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的问题。

加快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李健在 2022 年 3月 16 日《中国教育报》撰文认为，高等教育内

涵式发展需要立足于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不断优化调整布局结

构、专业结构、学科结构，以结构调整为重点，建设更高质量、更加

公平、更加充足、更加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其中，要突出“三个坚

持”。坚持“优化布局、提出特色、协同发展”，分类建设高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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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体系，是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抓手；坚持“集中

优势、面向需要、重点发展”，面向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发展需要，面

向创新型国家战略实施，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把其作

为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着力之处与重点领域；坚持“因地制宜、

能力建设、均衡发展”，加大支持力度，推进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提

质增效，建立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

【治理名言】

1.管理者要做的是激发和释放人本身固有的潜能，创造价值，为

他人谋福祉。这就是管理的本质。 美国现代管理学家 彼得·德

鲁克

2. 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

德国教育学家 第斯多惠

3. 以外国人的管理方式，加上中国人的管理哲学，以及保存员

工的干劲及热忱，无往而不利。 中国企业家 李嘉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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