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部地区六省占全国十分之一的国土面积，承载着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数量，创造着约五分之一的经济总量，粮食产量占全国的近三分之一；

中部地区文化底蕴深厚，有749所普通高等学校，占全国26.56%，在校生占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22.44%，专任教师占全国普通高校26.42%，

五分之一省份拥有四分之一的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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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崛起，高校何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
学习时强调，“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
育，龙头是高等教育。”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
生命线”“开展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

2023年，安徽省立足全球发展大背景与
全国发展大格局，谋划“七个强省”建设推动
江淮大地迈向高质量发展新路。其中之一就
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教育强省。

这对于被称为全省高等教育“母体”和基
础教育“母机”的安徽师范大学而言，愈加感
到重任在肩。

如何破题，这所学校有自己的答案。

▶▶▶逆袭背后的“师大”力量

2020年8月，全国教育科研先进个人、特
级教师胡国杰以校长的身份出现在了安徽省
宿州市萧县绿城学校。与他一同“履新”的还
有合肥168中学创始人之一、副校长李善信，
正高级教师、合肥市名师工作室首席名师宁
毓鹏，高级教师、合肥市骨干教师、学科带头
人刘坤……他们离开城市的学校，前往偏远
县域一线开始新的教学历程。

此前两年，来自山东的赵加雷（全国基础
教育校本科研拔尖人才、山东省首批高中骨
干校长）、来自黑龙江的教学名师汪洋（国家
级科研骨干教师、曾任黑龙江省林甸县教育
局副局长）、从湖北回归安徽的全国新课改专
家光敏等一大批优秀教育管理人才已分别加
盟到桐城、宿松等地的乡村学校，他们将先进
的教学管理经验智慧、优质的教育资源，带到

了相对薄弱的乡村学校，成为引领江淮大地
上乡村教育振兴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很快，这些乡村学校取得了可喜的变化：
曾经是全市综合排名倒数第一的桐城市碧峰
小学，在2022年全市优质课评比中拿了五个
学科的一等奖；地处乡镇的安庆市宿松县复
兴中学，在2021年高考中第一次有学子考上
了985高校；合肥市长丰县下塘初级中学，一
年拿下国家、省、市五个课题，一举创造了建
校以来的课研历史……一个个振奋人心的改
变发生了。

这些改变，来自于安徽师范大学对于推
进教育均衡发展的积极探索。

“作为全省建校最早的高等学府，安徽师
范大学切实聚焦教育强省建设，发挥省内教
育龙头和‘母机’资源优势，践行基础教育振
兴计划，聚集优秀教学管理人才队伍，开展集
团化合作办学，开展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
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推动教育均衡发展，帮助教育落后地区整体
提升，为教育强省贡献‘师大’力量。”安徽省
政协委员、安徽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周旭介
绍。

▶▶▶“六同”理念和“四个输出”

在周旭看来，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息息
相关，而当前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
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如安徽省人口集中地
区皖北和沿淮地区，长期以来因地理位置、自
然环境、经济发展不占优势，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教育事业发展，成为全省教育发展“洼地”。

其中优质基础教育资源不充分、不平衡的问
题较为突出，严重影响了区域的人才培养和
全面振兴。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近年来随着
国家对乡村教育的大力投入，乡村学校办学
硬件有较大改善，但优秀教育管理者、优秀骨
干教师的“软件”匮乏却日益凸显，优秀教师
留不住，整体教学水平提不高，成为制约县域
尤其是乡村教育的最大“瓶颈”。

为此，安徽师范大学注重发挥特色优势，
与宿松县、六安市叶集区签订教育合作协议，
对宿松县复兴中学、六安市叶集中学实行托
管帮扶。经过6年帮扶，两校在校生数持续增
长、生源结构不断优化、教学质量大幅提升，
实现跨越式发展。

秉承“理念同享、内涵同建、活动同推、教
师同训、资源同用、文化同创”的“六同”育人
理念，安徽师范大学打造输出品牌、输出团
队、输出培训、输出智库的“四个输出”特色模
式，从全国范围内选聘优秀教育人才，加强对
合作附属学校的支持、监督和管理，统一委派
核心管理团队，推动优质教育理念向薄弱学
校辐射，形成薄弱校对标核心校、核心校带动
薄弱校的良好格局。

安徽师大附属肥西二中校长、合肥市思
政一体化名师工作室领衔人陈姝介绍，3 年
前的肥西二中，只有300名学生，一度面临关
闭。在“四输六同”的作用下，如今发展到
2200 多人。这所曾经家长绕着走、教师不敢
自报家门的学校，已经变成了家长争相报名
的“香饽饽”。

截至2023年底，安徽师范大学与地方政

府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共举办或合作托管幼
儿园、小学、初中到高中不同学段学校45所，
办学区域拓展至10个地市21个县区，在校学
生超7.54万人，社会效应初显。

▶▶▶人民的期盼，教育的责任

高质量发展，高校何为？这是教育领域必
须思考的时代课题。

周旭认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高
质量发展是服务国家发展的要求。其中，高等
教育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
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
挥着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

而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老百姓对教

育的需求也从“有学上”变成“上好学”。而“上
好学”的关键是有好的老师，好的学校，好的
教学管理方式。能给孩子成长提供优质而公
平的起跑线，是老百姓对教育最简单、最质朴
的期待。

对于师范类高校而言，正好处于高等教
育和基础教育的交汇点上。

“教育是今天的事业、明天的希望。建设
人民满意的教育，既是人民的期盼，更是教育
工作者沉甸甸的责任。”周旭认为，处在中部
崛起、长三角一体化等众多国家战略叠加中
的安徽，正处于厚积薄发、动能强劲、大有可
为的上升期、关键期。而师范类高校作为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主阵地，有责任、有义务为加快建设人民满
意的教育，为全面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提供
有力支撑。

周旭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学校
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
重要论述，坚定不移高举师范教育大旗，培
养一流师范人才，理顺学校基础教育管理体
制。与此同时，还将坚定不移推动优质教育
资源下沉，搭建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平
台，引领服务全省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以实际行动为打造“三地一区”、建设“七个
强省”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安徽省政协委员、安徽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周旭：

发挥好师范类高校
立足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交汇点的作用

本报记者 胡方玉 通讯员 陈苏郭

▶▶▶定位：当好服务中部地区
崛起的“先行者”

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是党中央、
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
念兹在兹，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
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中部地区
拥有丰富的教育科研资源，支撑赋能新质生
产力发展，高等教育大有可为。

“作为中部地区高校，主动融入并积极
服务于该战略部署，既是高校落实‘四为’
服务要求的职责所在，也是发挥自身职能、
实现大学价值的必然选择。”在全国政协委
员、湖南工商大学党委书记陈晓红看来，高
校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天然的血肉联
系，与所在区域始终血脉相连、共生共荣。
作为人才高地、创新高地，高校是区域经济
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对区域发展起着重要
的智力、科技和人才支撑作用。

陈晓红表示，中部地区高校必须在国家
和区域发展大逻辑中找准方位，在服务中部
地区崛起上“破题”，构建与区域融合发
展、同频共振、协同创新机制，着力提高中
部地区人才供给质量，增强中部地区科技创
新动能，厚植中部地区协同发展沃土，努力
成为支撑和引领中部地区崛起的先导力量，
当好服务中部地区崛起的“先行者”。

▶▶▶务实：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湖南工商大学紧扣新时代一流大学建
设目标，推进学科专业与社会高对接、人才培
养与需求高对接、科学研究与实践高对接，走
好‘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之路，持续增强创新
供给能力。”陈晓红以所任职的湖南工商大学
为例，深入分析了新时代高校如何服务于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

学校把学科专业作为强化创新供给的蓄
水池。秉持“新工科+新商科+新文科”与理科
融合发展思路，推进学科专业建设彰显时代
特色。前瞻布局新设前沿交叉、微电子与物理
等8个新学院，组建了人工智能与先进计算、
数字经济与智慧管理、“双碳”与绿色技术等
五大特色学科群。紧密结合数字经济发展趋
势，积极推动新工科专业及方向向商科、文科
渗透，在开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工业工
程等专业的同时，推动传统经管类专业的转
型求新，专业融合率达75%以上。紧扣企业需
求搭建合作发展平台，联合景嘉微、长沙市集
成电路联盟等龙头企业，成功申报工信部“集
成电路”专精特新产业学院。

学校把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人才支撑
摆在核心位置。开设智慧管理、数字经济、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8个方向共计43个院士
卓越班，举办“鸿班”、开办卓越工程师学

院，培养国家需要的卓越创新人才。出台
“技术+X”等培训制度，举办多期“数智化
人才技术训练营”，全面提升本科学生的创
新能力。大力培养“双创”专门人才。建设
超1.2万平方米的“双创”空间，打造13个
书院，在获批全国首批百强“深化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
新创业基地等基础上，搭建“元创未来”元
宇宙展等前沿科技交流平台。

学校把服务科技强国建设作为科研工作
的出发点、落脚点。牵头建设湖南省重大科技
部署湘江实验室，与华为、百度、新华三等35
家头部企业成立“四算一体”产业联盟，与合
作企业共建 14 个研究院和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布局推进50余个重大项目并取得一批创
新成果，发布了多模态 AI 大模型、工业操作
系统、元宇宙、智能机器人、北斗导航等前沿
领域的7款创新产品。

学校坚持“产教融合”理念，积极构建校
地企产学研创命运共同体。持续推进“博士赋
能千企”行动，370 余名博士深入近千家企
业，共同解决技术难题，直接推动成果转移转
化，明确面向需求的科研组织模式。着力打造

“卓越领军人才+青年拔尖人才+优秀青年英
才”的创新团队，组建算网融合、AI 大模型、
Web3.0等 100余个前沿团队联合攻关。科技
成果转化年均增长率达 20%以上，认定技术
合同额跻身省属高校第一方阵。

▶▶▶应答：破解中部地区高校
面临的共同问题

在看到创新与突破的同时，陈晓红也敏
锐地感受到中部地区高校所面临的高端紧缺
人才引进困难、与区域对接不够紧密、人才培
养适应度不够高等问题。

“我们要及时捕捉分析中部地区崛起对
人才、科技的需求，加快内嵌转化为教育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与内容。”陈晓红建议，
要有效整合人才汇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等
方面的资源和优势，形成重大任务牵引的教
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机制，培育发展新质
生产力。积极将产业优势、区域优势与学校学
科优势、技术优势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对区域
支柱产业、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
强支撑性学科，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
创新链的深度融合，更好助推打造未来产业
先导区，主动承担为区域发展聚才引智、提供
人才动力的重要任务。用好区域人才政策资
源，形成具有区域竞争力的科学引才用才机
制，以新技术、新业态、新能源、新材料等相关
前沿战略领域为发力点，为解决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提供人才智力支撑。

针对高校与区域对接不够紧密的问题，
陈晓红提出，加强与区域研究优势力量的联
动合作、同题共答。聚焦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大需求、课题和工程，培育大项目、开
展大攻关、产出大成果、促进大转化。整合
区域力量加强区域性大学科技园、科技创新
港、高端智库、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建设，
建立国家和区域协同创新中心、产业技术创
新中心、先进制造业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
从机制创新上加强与区域的对接，推进校地
融合发展。比如，构建高端人才服务企业发
展机制、创新成果就地转化应用机制等。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工商大学党委书记陈晓红：

向“新”而行 为推动中部地区崛起贡献高校力量
本报记者 刘洋

▶▶▶用好红色资源
传承红色基因

“高校作为教育、科技、人
才的集中交汇点，是造就高水平
创新型人才的主阵地，也是教育
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支
点。”在江西省政协委员、豫章
师范学院党委书记赵恒伯看来，
学校发展“小逻辑”与国家发展

“大逻辑”必须同频共振，无论
是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还是提供
更多先进技术支撑，亦或是为传
承优秀文化，助力中部地区崛
起，高校都责无旁贷。

合唱 《在太行山上》、朗诵
《我们的青春》、配音秀《觉醒年
代+她们》、小品剧 《谁是邱娥
国》……3月21日，在豫章师范
学院大学生实验剧场，一场由大
学小学师生共同演绎、别开生面
的思政课正在上演。

大手牵起小手，艺术遇上思
政，讲台融通舞台，创新了“大
思政课”的打开方式。参演《觉
醒年代+她们》 的李语告诉记
者，“在舞台上用声音演绎角色
的时候，我能感受那种开天辟地
的勇气、那种坚持探索真理的精
神，同时，锻炼了我们团队的合
作能力。”

这样生动的思政课，越来越
常见于南昌市的各大中小学校。
为大力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南昌市教育局建立大中
小学思政课“名师工作室”，联合
豫章师范学院成立省级大中小学
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打造了豫
章“同”行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品牌，定期组织开展集体
备课、教学观摩，并联合多所高校开展大中小学思政课展示活
动。

“‘红色基因育人示范高地’已成为学校的鲜明标识，
学校获批江西省首届‘红色基因传承示范校’。”赵恒伯介
绍，豫章师范学院肇始于 1908年创建的江西省立女子师范
学堂，迄今116年，是江西师范教育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
一百多年的办学进程中，豫章师范学院培育了中国画坛的一
面旗帜傅抱石、中国抽象代数之父曾炯和现代中国声乐教育
事业的奠基者喻宜萱等一大批具有爱国情怀的专家学者，培
育了大革命时期赣南工人运动领袖陈赞贤、江西学生运动领
袖邹努、“真的猛士”刘和珍等革命先贤，形成了“红色引
领、文化浸润、楷模示范、实践体悟”的红色文化育人理
念。

“学校坚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
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赵恒伯说。为此，学校精心打造了

“刘和珍与青年大学生”“陈赞贤与工人运动”“冯任与共产
党初心”等专题思政课、开设了“豫章讲堂”“抱石讲堂”

“和珍学堂”红色主题课堂，编写了《师范传承与弘扬教育
家精神》等校本教材。

▶▶▶以服务求支持 以贡献求发展

“南昌市八成以上的小学校长、副校长，八成以上的幼
儿园园长毕业于我校。”赵恒伯介绍，豫章师范学院扎根师
范教育，充分发挥专业、人才优势，积极服务区域基础教
育，为南昌市基础教育培育了“南师附小”知名品牌，培养
了一大批全国优秀教师、模范教师、特色教育先进个人、优
秀教育工作者、教书育人楷模等。

依托特殊教育相关学科专业，学校成立了“江西省特
殊教育融合资源中心”，指导县 （区） 资源中心、示范性
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和康复机构专业建设，牵头起草省市

“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编制了省特殊教
育办学质量评价指南和省残疾儿童康复机构评估标准。创
办“豫章儿童康复中心”，为省内外有需要的儿童提供动
作言语康复、孤独症康复和家长培训，连续 5 年被评为

“优秀残疾人康复机构”。“豫章特教”已成为省内特教领
域的示范标杆。

“加快构建‘产学研用投’协同发展体系，以产业学院
建设为抓手，与重点企业开展基础及应用型合作研发，切实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科研成果转化率，力争在绿色环保材
料、大数据服务、儿童发展研究等领域扬优成势。”赵恒伯
介绍，学院围绕应用型办学定位，瞄准江西省制造业重点产
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和南昌市“一枢纽四中
心”建设和产业链现代化“8810”行动计划的现实需求，加
快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新设一批适应新产业和新业态的
应用型学科专业，主动布局大数据、新能源、文化创意等新
兴产业应用型专业，着力打造一批一流应用型本科专业。

同时，豫章师范学院还完善协同育人机制，积极推进校
企、校地、校所、校校深度合作，建立产教融合、协同育人
的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专业链与产业链、课程内容与职业标
准、教学与生产过程对接。积极融入以企业为主体的区域、
行业技术创新体系，广泛开展应用技术研究和科技服务。推
进学校与行业企业合作发展，建设一批开放式综合实验教学
中心和创新创业教育示范中心、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重点
实验室、工程 （技术） 研究中心等人才培养平台，为应用型
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撑。

作为江西的高校，如何更好助力江西在推动中部地区崛
起中展现更大作为、赢得应有地位？

赵恒伯坦言，当前中部高校还面临教育资源分布不均
衡、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应用型人才培养机制还需进一步
完善、办学国际化水平有待提升等挑战。

“中部地区的高校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学科专业和人才优
势，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
力。”赵恒伯建议，在中部地区建设跨省概念验证专家库，
充分利用社会团体、高校院所、科技服务机构和金融机构的
人力资源，建立省级概念验证专家库，为概念验证中心提供
人才保障。通过实施应用型转型工程，支持校企合作建立产
业学院，深化产教融合，从根本上解决“理论型”教师与培
养“应用型”学生间的矛盾。江西、山西、河南等高等教育
薄弱的中部省份，把创办高水平中外合办大学作为扭转不利
局面的关键措施和推动对外开放的重要先手棋，为中部地区
乃至全国吸引和培养顶尖科技人才蓄能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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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强国建设·委员说

33月月2828日日，，在湖南工商大学在湖南工商大学20242024年春夏校园音乐季开幕年春夏校园音乐季开幕
式主题交响音乐会现场式主题交响音乐会现场，，一曲一曲《《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正被深情演奏正被深情演奏。。

20222022年年99月月11日日，，安徽师范大学附属肥西第二中学开学安徽师范大学附属肥西第二中学开学
思政第一课开展了思政第一课开展了““母校请你留下签名母校请你留下签名””活动活动。。小小签名小小签名，，大大大大
梦想梦想，，寓意并肩向阳寓意并肩向阳，，温暖前行温暖前行。。

33月月2121日日，，豫章师范学院邀请南昌二中心远集团九湾豫章师范学院邀请南昌二中心远集团九湾
学校学校，，共同在宜萱楼大学生实验剧场举办共同在宜萱楼大学生实验剧场举办““大手小手同向大手小手同向
前前 社团梦想齐飞扬社团梦想齐飞扬””大中小思政一体化特色展演大中小思政一体化特色展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