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见习记者 许妍）
全省高校践行“四讲四有”先
进典型报告会 10 月 28 日隆
重举行。 省教育厅党组书记、
省委教育工委书记葛道凯会
前会见了报告团全体成员。 省
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干部二处
处长唐群出席报告会并讲话，
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潘漫主
持报告会。

葛道凯强调，这次参加宣
讲的 5 位报告团成员，是全省
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
作者中的杰出代表，在各自岗
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体
现出坚定的理想信念、奋发进
取的工作精神、乐于奉献的高
尚品质，是“四讲四有”的生动
诠释，展现出新时期共产党员
的风采，是全省教育系统党员
干部学习的榜样。 省委教育工
委、省教育厅将组织全省教育
系统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
报告团各位成员的先进事迹，
以先进典型为镜， 见贤思齐，
自觉对标找差， 加强党性修
养，强化责任担当，不断增强
做“四讲四有”合格党员的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学习成
效落实在行动上，体现在工作
中，为加快建设“强富美高”新
江苏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晨光集团的特级技师王
南石，36 年来凭借坚如磐石的
理想信念和专注敬业的工匠
精神，始终奋战在航天科研生
产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追求
职业技能的精益求精，以实际
行动做中国航天梦的实践者；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层党务
工作者徐川， 从亲身经历出
发， 开展大学生党建和思想
政治工作，用故事讲道理，启
发学生积极思考； 南京市人
民检察院检察官余红， 先后
办理了多个公安部督办的大
案要案， 创立“以办案为中
心，向案前预防、案后帮教延
伸” 的南京未成年人刑事检
察工作新模式； 我国首位载
人深潜器主驾驶员叶聪，驾驶
“蛟龙号” 载人潜水器最大下
潜深度达到 7062 米； 阜宁县
新沟镇南湾幼儿园园长李玉
红， 面对特大龙卷风冰雹灾
害， 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用
身躯挡住飞溅进教室的碎砖瓦砾和玻璃碎片……报
告会现场， 来自各行各业一线的 5 位报告团成员，用
朴素的言语为实际行动注解。

会议采用视频会议方式，省委组织部“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协调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省教育厅有关处
室负责人， 在宁 46 所高校有关负责人等约 230 人参
加了省教育厅主会场报告会， 宁外 95 所高校有关人
员在各分会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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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江苏教育最前沿

百岁老红军秦华礼热诚宣讲“长征精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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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高教》举办大学
一流学科建设高层论坛

本报讯（通讯员 刘梦青）10 月
21 日至 23 日， 由江苏教育报刊总社
《江苏高教》编辑部主办、南京大学教
育研究院承办的“大学一流学科建设
高层论坛” 在南京大学举行。 来自全
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及
高等教育学科的博士生近百人共同
探讨一流学科的本质与内涵，共话“双
一流”建设。

本次论坛以“建设大学一流学科”
为主题，对“双一流”建设与一流学科
建设、 一流学科建设的本质及内涵、
一流学科建设与大学人才培养、一流
学科建设与大学治理等多个议题展
开了深入研讨，并就以下观点达成共
识：“双一流”建设关键在于一流学科
的建设，应将一流学科建设作为提高
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
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各
高校要打好基础、修炼内功，慎重对
待各大学科排行榜，谨防将一流学科
建设作为自身谋利获益的手段。

盐城开展水环保科普
项目宣传教育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余忠凤 谷溪）
今年，盐城市教育局、环保局联合开
展了水环保科普项目“青少年环境知
识科普课堂———生命之水”宣传教育
活动，通过为学生上一节实验课的形
式，向小学生宣传水科普知识，传播
节水爱水理念，引导他们争做环保的
践行者和宣传者。

据悉，该活动由环保部中华环境
保护基金会组织实施，2016 年上半
年，盐城市作为该项目的全省首个示
范点，共在 251 所学校开设了 2210 节
课，11.5 万余名学生参加，并通过学生
带动家庭、家庭带动社会，形成全社会
关注环保、 关心环保的氛围。 为深化
活动取得的良好效果，盐城市教育局、
环保局将于 2016 年下半年继续实施
该项目，目前正组织各小学进行项目
执行申请。

要闻速览

全面提升全省教育系统法治观念和法律素养
■省教育厅厅长 沈健

10 月 29 日，“水木秦淮杯”第十届南京市中学生龙舟大赛在秦淮河上鸣锣开赛。 本次大赛设普通高中混合
组、职业中学混合组、特邀组 3 个组别，竞赛项目为 22 人龙舟 200 米和 500 米直道竞速。 来自南京 10 所学校 11
支龙舟队的近 300 名青少年，在赛场上劈波斩浪、奋勇争先，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水平。 曾威 摄

教育系统是法治宣传教育
的重要阵地，也是法治宣传教育
的骨干力量。 随着依法治国、依
法治教的全面推进，以及教育改
革发展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
做好全省教育系统法治宣传教
育工作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

中央、省委省政府对法治宣
传教育提出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做尊法
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要求法
治宣传教育 “创新宣传形式，注
重宣传实效”， 为法治宣传教育
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
循。 省委省政府鲜明提出“使法
治成为江苏核心竞争力的重要
标志”。 我们必须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决
策部署上来 ， 结合教育系统实

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推动全
省教育系统法治宣传教育工作
迈上新台阶。

教育现代化建设赋予教育
系统法治宣传教育新使命。 教育
法治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特
征。 推进教育法治化，普法是基
础。 只有深入持久地开展法治宣
传教育，不断增强全省教育系统
广大干部、师生员工的法治观念
和法治意识，让法治理念和精神
扎根于教育，才能筑牢教育现代
化建设的法治根基。

提升普法质效成为教育系
统法治宣传教育的新任务。 多年
来，全省教育系统普法取得了显
著成效。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
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与全面依
法治教的新要求、与人民群众对

教育法治的新期待还不相适应，
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在新形势
下，如何不断提升法治宣传教育
的科学性、 针对性和实效性，是
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要认真落实全省教育系统
“七五”普法各项任务，首先要明
确全省教育系统 “七五 ”普法工
作的总体要求：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
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
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视察
江苏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 “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自觉践行创
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

展理念，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和法治江苏建设新要求，大力弘
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深入开展
教育系统法治宣传教育，深入推
进依法行政 、依法治教 、依法治
校 ，进一步增强广大干部 、师生
员工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进
一步提升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为深入推进
教育现代化建设、努力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营造良好的法治环
境，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作
出新的贡献。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重
点抓好以下 5 个方面工作。

全面提升全省教育系统法
治观念和法律素养。 深入学习宣
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
治国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其中

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
求，进一步提高全省教育系统厉
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坚持
把学习宣传宪法摆在首要位置，
在全省教育系统普遍开展宪法
教育，弘扬宪法精神 ，树立宪法
权威。 深入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教育引导教育系统
广大党员尊崇党章，遵守党内法
规。 推进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相
结合，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健全守法信用记录 ，完善
教育领域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
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加强教
育系统法治文化建设，发挥法治
文化引领、熏陶作用。

切实抓好教育系统干部、教
师学法用法。 教育系统普法具有
特殊 性 ， （下转第 2 版）

供给侧改革，为气象人才培养精准发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创新复合型应用人才培养模式纪实

一年一度的就业大幕即将如期
拉开， 全国气象部门又将在南京信
息工程大学打响一场如火如荼的
“抢人大战”。 这所被誉为“中国气象
人才摇篮”的学校，已经连续 16 年
吸引了来自中国气象局以及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局等百余
家单位前来选聘人才， 学校毕业生
备受欢迎、供不应求。

南信大培育的气象人才种子，
最终长成了一片枝繁叶茂的森林。
“我校始终坚持立足江苏、 面向全
国，立足气象、面向社会，以‘主动融
入、主动接轨、主动服务’战略全面
支持中国气象事业发展。 ”南京信息
工程大学党委书记李廉水介绍：“在
气象行业中， 中国气象局 6 位局长
中的 5 位、 省级气象局 50%的领导
干部以及全国气象系统 70%的技术
骨干都毕业于我校。 ”

面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和气象
事业的不断革新，南信大从人才培养
供给侧发力，为气象人才培养注入了
新的活力。 根据对气象人才“业务需
求、创新需求、国际需求”的新需求，
南信大还从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的
思维出发， 制订了大气科学类 2016
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新方案，调整培
养目标、 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

努力形成高级专门人才、特别是复合
型应用人才培养新特色。

问计用人单位，对症改革培养方法

10 月 10 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前往中国气象局，就《大气科学类专
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编制工作听
取了专家意见。 为创新气象人才培
养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南信大
主动问计用人单位，2015 年先后赴
湖北、湖南、江西多地的气象部门开
展调研。“教学大纲制订要落地”“课
程知识点要讲深讲透”“要努力克服
当前气象本科教育保姆式培养的倾
向”……谈到人才培养问题，各用人
单位纷纷献计献策， 但都毫无例外
地提到了一点———复合型气象人才
的培养。

早在多年前， 南信大就开始了
复合型气象人才培养的探索。 在传
统气象学科的基础上， 该校先后增
设了大气探测、环境气象等方向，形
成了行业融合、 学科交叉的“大气
象” 专业链。 对于非气象类专业学
生， 学校为他们开设了 3 门以上气
象课程。 对于想要更深入学习的学
生，学校则打开了另一扇大门。 以电
子信息工程专业为例， 学生可以修
习《大气科学概论》等与气象相关的

10 门课程。“在南信大，立足原有专
业知识， 开设气象类课程的专业并
不鲜见， 这样所有专业的学生都可
能有机会进入气象领域工作。 ”学校
教务处副处长周宏仓如是说。 今年，
该校先后与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
心、上海市气象局等签署合作协议，
并与数十家气象领域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 国家级气象业务单位等共
同成立了“中国气象人才培养联盟”。

藏族小伙扎西罗杰是南信大雷
电防护与科学技术专业的学生，今年
毕业后，他回到了西藏那曲地区气象
台工作，他告诉记者：“我的家乡非常
缺乏防雷方面的人才，我出来求学也
是为了更好地回去服务家乡。 ”近年
来， 除了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外，就
业选择区域不平衡的问题也困扰着
气象部门。中西部地区气象人才需求
缺口大，却频频遇冷；东部发达地区
人才需求日趋饱和，却年年受到毕业
生追捧。 根据用人部门的反馈，南信
大在编制 2015年招生计划时， 明确
指出要加大气象类专业名额在中西
部地区的投放。 据统计，2014 年，该
校气象类生源中，来自中西部地区的
占 50%，江苏生源占 35%；而 2015年
以来，来自中西部地区的气象类生源
占比接近 70%，江苏生源占比则缩减

到 15%以下。
一边是招生指挥， 一边是就业

指导。 两年来，南信大越来越多的中
西部地区毕业生选择回到家乡 。
2015 年毕业的新疆姑娘陈丽在就业
时就有过彷徨，最终，她放弃了在江
苏气象部门工作的机会， 毅然选择
了新疆昌吉北塔山气象站。 这里距
中蒙边界只有 40 公里，是国家一类
艰苦气象站，工作、生活面临的辛苦
可想而知， 但陈丽在日记中写道：
“这里四野苍凉、人烟稀少，但我浑
身干劲满满；我们肩负重任，励志风
云勇开拓，我们是光荣的气象人。 ”

“观云测天”，课堂内外呈现新景象

从广东“打飞的”到南京，只为
跨省“蹭”一堂高校选修课。 这一幕，
出现在南信大的《热带气候动力学》
课堂上。“蹭课”的“学生粉丝”来自
北京、山东、广东等地，能容纳 200
多人的教室每堂课都爆满， 来得晚
的学生还得站着听。 作为南信大国
家“千人计划”专家教授的李天明其
实并没有教学任务， 开授课程完全
是他主动提出的“额外加班”。 这是
一门纯理论课程， 每堂课都有 3 个
小时，并且用全英文的 PPT 讲授，但
是却没有人打瞌睡。

■本报通讯员 林雯 见习记者 许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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