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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赵鸣）日前，苏州市姑苏区在
全国教育系统率先启动“公
共馆+校园馆”图书馆服务体
系建设。

据介绍，“姑苏区教育图
书馆”项目由姑苏区教体文旅
委与苏州图书馆合作共建，建
成后， 全区 40多个校园服务
点将与苏州图书馆通借通还，
最大限度实现教育阅读资源
共建共享，形成以“中心馆+
服务点”的“1+N”运行模式，
打通公共图书馆和校园图书
馆的壁垒， 实现阅读资源利

用最大化、 校园阅读服务专
业化以及未成年人阅读推广
精准化。 图书馆建成后，将通
过统一借阅平台为学生、学
校、家庭、社会提供全方位阅
读服务。姑苏区各校园图书馆
将成为网上借书平台的线下
取书点，通过网上借阅校园投
递，方便学生借阅，还书时只
需将图书还至本校（幼儿园）
图书馆即可，物流会定期把图
书送回公共图书馆。 将来，姑
苏区的学生不出校门，就能借
阅到区内任何一所学校图书
馆的可借阅图书。

苏州启动“公共馆 +校园馆”
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

本报讯（记者 董康）12
月 19 日上午， 全省 2019 年
度年终综合考核工作动员部
署会在南京召开。 记者从会
上获悉， 今年省委省政府首
次将省属高校纳入全省年度
综合考核。

12 月 19 日下午， 省委
组织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
育厅联合召开省属高校综合
考核工作业务培训会。 会议
就省属高校综合考核工作进
行全面部署。会议指出，省委
省政府将省属高校纳入全省
年度综合考核， 是一项开创
性的重大省级制度性安排，
是对高校全年工作成效的集
中检阅， 也是对高校领导班
子和领导人员工作业绩的综
合评价， 更是对高校今后发
展方向的鲜明导向。 对于逐
步探索构建具有江苏特色的
高校综合考核制度体系，加
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推

动“双一流”和高水平大学建
设， 实现高校自身高质量发
展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会议详细解读了省属高
校综合考核的设计理念、基
本原则、 价值导向、 主要内
容、程序安排和相关要求等，
重点强调各高校要提升站
位、提高认识，切实把思想统
一到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
上来； 要对照要求、 精心准
备，认真研读文件、切实吃透
考核办法及实施方案的内容
实质， 全面做好考核各项准
备工作；要密切配合、有序推
进， 确保稳慎有序圆满完成
年度考核任务。

省属 72 所高校校领导、
组织部长，全体考核组成员，
省委组织部、省委教育工委、
省教育厅有关处室负责人
200 余人参加了会议。

我省首次将省属高校
纳入全省年度综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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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为学子点亮理想信念之灯
“小剧本”演绎“大道理”

本报讯（记者 潘玉娇
通讯员 曾文君）2019 年，
完成中小学厕所改造 3.2 万
平方米、 校舍基建和维修总
投资超过 75 亿元……日前，
在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 南京市教育局
向全体市民交出了 2019 年
全市中小学校园建设情况成
绩单。

南京市教育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校舍安全工程工作
量大、头绪烦杂。 为此，全市
教育系统一方面加强组织保
障，形成“市级管理、区级为
主、学校配合”的高效联动机
制；一方面加强督促监管，抓
好质量管理、 安全管理和竣
工验收工作， 确保加固改造
一所，合格验收一所，安全使
用一所。

据统计，2019 年南京市
教育系统完成校舍基建和维
修总面积 225 万多平方米，
总投资超过 75 亿元。 其中，
基建施工项目 96 个， 竣工
40 个，施工面积 240 万多平
方米，竣工面积 95 万多平方
米； 完成维修面积 130 万多
平方米， 全年投入维修资金

达 13 亿元。
厕所是衡量文明的重要

标志，南京市教育局于 2017
年启动了“中小学厕所提升
工程”，3 年来先后投入资金
1.41 亿元， 对全市 250 所学
校的厕所进行了提升改造，
共计完成改造面积 7.5 万平
方米。 2019 年，南京市各地
各校严格对照市教育局下达
的厕所提升工程计划， 严格
按照实施方案中建设标准的
要求， 拟定工程预算并根据
有关规定完成设计、 招标等
前期手续， 按照建设流程严
格规范组织实施， 建立和完
善工程管理台账， 全年共完
成 3.2万平方米改造任务。

在推进“园林式校园”建
设方面，南京市教育局、市绿
委办自 2008 年起开展“南京
市园林式校园”评选活动，截
至目前共评选出园林式校园
280 所。 这些学校结合地域
文化、学校底蕴和城市文脉，
精心打造校园环境， 为全市
各校全面实现环境育人起到
了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 目
前，第 11 批“南京市园林式
校园”评选活动正在进行。

2019年南京校舍基建维修
总投入超 75亿元

12 月 23 日， 在西藏技师学院
忙碌了 6 个月的镇江援藏教师殷凌
涛，结束了一学期的工作，与在拉萨
市第一中学支教的妻子吴霞团聚。
等到 12 月底拉萨的初中学校放寒
假，他将和妻子一同返回镇江休假。
夫妻俩一边关切地互相询问对方的
身体状况， 一边交流着近来的支教
体会，分享着不一样的援藏故事。

“夫唱妇随”共赴高原

到西藏支教，对于殷凌涛来说，
来得很突然。

今年 6 月上旬， 学校通知殷凌
涛和几位老师开会， 拟推荐 1 名从
事工业控制竞赛辅导老师援藏，参
与筹建西藏技师学院及相关专业。
殷凌涛专业发展成绩突出，援藏，有
机会将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运用于
急需优质教育的西藏地区， 他内心
不免有些激动。但他又踌躇起来：父
母亲都是 70 多岁的老人了，平时住
在农村老家。前年秋天，父亲做了大

手术，需要定期检查、配药；孩子高
考刚结束， 还要填报志愿……自己
这一去，妻子如何承担？

当他心怀惴惴地回去和家人商
量时，父母亲都支持他，同为教师的
妻子吴霞也愿意做他坚强的后盾。
亲人的鼓励，坚定了他援藏的决心，
6 月 25日他踏上了援藏之路。

令殷凌涛没想到的是，7月，镇江
市第一次受领“组团式”教育援藏的
任务，要选拔一名初中美术老师到拉
萨市第一中学任教。 得知此消息，一
直对丈夫牵挂不已的吴霞，萌生了到
西藏和他一同支教的念头。 于是，她
毫不犹豫地递交了援藏申请，并于一
个月后如愿以偿地来到了拉萨一中。

携手前行共闯难关
殷凌涛初到拉萨， 很快就有了

高原反应。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头部
胀痛；走路稍快稍久，都感觉吃力，连
吃饭都不能太急；到了晚上，要么睡
不着， 要么半夜醒来， 怎么都睡不

好。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吴霞身上，
她的“高反”持续时间更长。 心电图
异常、失眠频发，经常晚上只能睡两
三个小时，鼻子几乎天天都有血痂，
短短一个多月，体重减了十几斤。

虽然夫妻二人同在拉萨， 但西
藏技师学院的临时校区与拉萨一中
援藏老师住的教育城公寓相距很
远，平时各自忙于工作，很难照顾到
对方，只能通过手机相互联系，只有
周末才有机会相聚。

“身处高海拔，要有高标准。 ”高
原反应没有阻挡殷凌涛和吴霞的工
作热情，他们努力调整状态，全身心
地投入支教工作中。

西藏技师学院是李克强总理在
西藏考察时确定的三大民生工程项目

之一，建设工作头绪繁杂。殷凌涛一边
忙于市场调研、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设
置课程、征订教材等工作，一边忙于电
气自动化专业的建设， 晚上加班加点
是常事，节假日也经常不能休息。

而吴霞因为所教班级都在教学
楼的四楼和五楼，每次上课她都会提
前 10 多分钟从办公楼三楼出发，爬
半层歇一歇，走到教室，要调整一会
儿才能开始上课。 一个周六，为了赶
绘国庆书画展的作品，吴霞到学校忙
了一天， 最后在乘公交车回家的路
上，因为身体虚脱，差一点晕倒在车
上，多亏同事将她安全送到家。 晚上
十点多， 接到消息的殷凌涛才赶到
家， 被妻子虚弱的样子吓了一跳，只
能心疼地责怪她。 （下转第 2 版）

援藏支教“比翼飞”

江苏：优势学科建设服务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王频

12 月 24 日，
江苏科技大学志
愿者走进镇江市
红旗小学， 开展
“乐学智能科普”
活动， 指导小学
生体验智能遥控
小车的功能 ，学
习相关的智能科
普知识， 感受智
能科技的魅力。

石玉成 章敏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大林 通讯员 李
建萍 唐小芳）12 月 21 日，“高校思政与
新媒体传播创新” 高峰论坛在南京审计大
学举行，论坛聚焦新媒体环境下，如何结合
高校特色打造网络文化品牌，把新闻宣传、
思想教育、文化建设融为一体，用新理念、
新思想、新观点建设别具一格的育人体系。

据介绍，2020 年南京市委网信办将邀
请驻宁高校新媒体、 社会媒体及相关新媒
体成立南京高校新媒体视觉联盟， 通过举
办南京高校摄影大赛、 南京高校海报创意
大赛和南京高校短视频大赛， 推出更多更
好的新媒体作品。

“高校思政与新媒体传播创新”
高峰论坛在南京审计大学举行

讯 速 递资

镇江技师学院教师殷凌涛奔赴西藏支教，镇江市宜城中学教师吴霞也追随丈夫踏上雪域高原———

■特约通讯员 唐守伦

为建设一批国际先进、 国内
领先的优势学科， 推动一流大学
和高水平大学建设，2010 年，省委
省政府率先在全国启动实施高校
优势学科建设工程。 10 年来，立项
建设一期项目 122 个、 二期项目
137 个、三期项目 178 个，累计 226
个学科得到立项建设， 全省 31 所
高校进入建设范围， 覆盖了所有
硕士学位以上授权高校。

“优势学科的建设思路就是
顶天、立地、树人。 顶天，就是学科
要站在时代的前沿， 实现国之重
器、国之利器，掌握核心技术；立
地， 就是要把学科成果转化为实
实在在可以看得见的贡献；树人，
就是学科要把培养人才放在首
位。 ”省教育厅副厅长洪流表示。

开展技术攻关，
打造大国重器

目前， 江苏高校学科建设已
形成逐层推进、 逐级上升的四级
学科发展体系。 第一层级是世界
一流建设学科， 江苏共有 15所高
校的 43 个学科被列入建设范围。
第二层级是江苏优势学科， 进入
世界一流建设学科的 43 个学科，
均是江苏长期建设的优势学科，
目前， 正在立项建设江苏高校优
势学科建设工程三期项目 178 个
学科。 第三层级是江苏重点学科，

重点学科是强基固本， 为打造一
批基础厚实的高原学科、 优势学
科培育后备力量，“十三五” 期间，
江苏共立项建设 323 个重点学科，
覆盖所有本科高校， 主要集中在
硕士学位授权点和部分学士学位
授权点。 第四层级是校级特色学
科， 这一层级的学科由各高校立
足区域需求，发挥机制优势，因地
制宜、因校制宜，实施校级学科建
设项目。

各学科针对国家和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技创新需
求， 开展技术攻关和理论原创性
研究，取得一批关键性技术突破，
科研创新工作取得新进展， 真真
正正做到了“顶天”。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
黑火药是现代火炸药的始祖，然
而近代以来，中国的火炸药技术
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大国。南京理
工大学优势学科二期项目“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科带头人王泽山
院士，带领团队首创了火炸药资
源化系列再利用技术，发明了低
温感含能材料，并解决了长贮稳
定性问题，研发出具有普遍适应
性的远射程与模块装药技术，使
我国成为世界上火炮射程最远、
穿甲威力最大的国家，推进我国
火炸药整体技术实力进入世界
前列， 并因此获得 2017 年度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开创了江苏
高校斩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的历史。

关注新兴产业，
服务经济发展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在做好“顶
天”的同时，将“立地”作为学科建
设的重要任务，取得丰硕成果。 据
统计， 二期项目中 72个学科与信
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
源、智能制造、现代农业等江苏战
略性新兴产业密切相关， 占比
43.6%，真正实现了以学科群对准
产业群，把专业链转为产业链。

在我国广袤的农村，年产约 7
亿吨稻草麦秸。 随着生活条件改
善，如今秸秆用作肥料、燃料、饲
料和造纸原料的用途不多， 每到
秋收时节， 农民只得把一堆堆的
秸秆付之一炬，污染了环境，影响
了交通， 已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和
美丽乡村建设征途上的重要“绊
脚石”。

为了“点草成金”，南京林业大
学林业工程学科周定国教授团队
经过长期研究实践， 研发出了将
稻草麦秸制造成人造板的关键技
术， 各地企业纷纷抛来橄榄枝，寻
求与他们开展技术合作。 如今，该
团队已在江苏等地建设了国产化
生产线 6 条， 研发出 20 余项秸秆

人造板发明专利技术。
“以秸秆为原材料的人造板零

甲醛、无污染，不仅解决了秸秆焚
烧产生的污染问题， 也为家具制
造提供了更环保的原料。 ”南京
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院长梅长彤说。 目前，周定国团
队合作企业的秸秆人造板产量
占全球 70%以上，年产 200 万立
方米， 每年可为国家节约木材
300 万立方米， 相当于一年可少
砍伐 20 万亩森林，为节约森林资
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民增收、
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做
出了巨大贡献。

在江苏高校，这样的例子还有
很多。 中国矿业大学优势学科“测
绘科学与技术” 以徐州潘安湖采
煤塌陷区综合整治为示范， 助力
采煤塌陷区“华丽转身”；东南大学
优势学科“土木工程”开展科技攻
关， 成果应用在国内外诸多重大
工程监测中； 苏州大学优势学科
“光学工程”围绕光电显示、绿色能
源、航天遥感、激光技术等方面进
行重点研究， 多项科研成果和专
利成功应用在国家级证卡安全和
光电显示等重要领域……各学科
发挥优势特长， 产出了一批具有
核心竞争力的技术成果， 为江苏
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下转第 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