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6日下午，复旦大学本

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专家意见

交流会在光华楼举行。

教育部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

估专家组组长、兰州大学原校长

严纯华向学校交流整体意见，教

育部教育质量评估中心副主任江

河交流讲话，复旦大学党委书记

裘新、校长金力作交流发言。

严纯华代表专家组就复旦大

学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整体情

况交流意见。通过近3周的评估

考察，复旦大学高水平的办学治

校给审核评估专家组留下非常深

刻的印象。学校始终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

论述和关于复旦大学的重要指

示、回信精神，坚持立德树人、心

怀“国之大者”，以服务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为重要使命，在建设教

育强国中“敢打头阵”，在实现自

主创新中“勇当尖兵”。特别是，

学校坚持把本科教育教学摆放在

“双一流”建设的首要地位，为源

源不断自主造就“干细胞式”拔尖

创新人才构建了科学的体系框架

和质保机制。

他指出，复旦大学着力构建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新生

态新格局，推动教育·科技·人才

“三位一体”协同融合发展。学

校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谱写铸魂

育人新篇章；精准锚定教育强

国，高等教育引领新发展；牢牢

紧扣“五优”要求，质保体系取得

新成效。复旦大学能够深入贯

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学校

办学定位与人才培养目标高度

契合，教学改革成效与人才培养

质量始终位居全国高校前列。

严纯华就坚定不移扛起“第一

个复旦”的使命担当、扎根中国大

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出意见和

建议。一是聚焦国家创新体系整

体效能提升，在构建教育科技人才

一体化改革机制上仍需提质升

级。二是聚焦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大学建设，在造就大批世界“一顶

一”的拔尖人才体系上还需加快构

建。三是聚焦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提档升级，在全覆盖深协同“大质

保”系统的建设上仍要持续完善。

希望通过这次评估，复旦大学在始

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

使命的基础上，继续发扬优良传

统，紧跟时代步伐，衔接国家战略，

融入发展格局，为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持续贡献复旦力量。

金力表示，线上线下评估期

间，各位专家以认真务实的工作

作风、专业高效的工作水准为复

旦本科教育教学进行“全面体检”，

以丰富的治校实践经验和多样化

的格局视角，为学校精准把脉，开

出了“治本良方”。学校将坚持问

题导向，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接受专家组提出的意见和建

议，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将

自建、自评、自改作为一项常态化

的任务来开展，实现以评促建、以

评促改、以评促管、以评促强的宗

旨，推动办学质量和综合实力跃

上新台阶。一是以“系统观”完善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制度，突出系

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制定实施新

一轮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方

案。二是以“大质保”支撑拔尖创

新人才自主培养，在进一步健全

管理体制机制的基础上，打开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新局面。三是以

“首创性”深化新工科培养融通式

改革，以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推

进首创性改革、引领式创新。

裘新表示，这次本科教育教学

审核评估是一次弥足珍贵的学习

提高的机会，既是对学校过去六年

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办学治校水平

的一次全面检阅，也是对学校深化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建设高质

量育人体系的强力动员。学校一

定全面对照专家意见，坚持问题导

向、结果导向，全力做好审核评估

后半篇文章，真正实现以评促建、

以评促改、以评促管、以评促强。

要进一步强化本科教育在办学治

校的基础地位、在一流人才培养上

的首要地位；进一步坚持正确办学

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

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筑牢

办学治校“承重墙”；进一步深化21

世纪教育教学改革3.0版本，推进

招生改革与专业设置调整、本研融

通改革等，加快构建人才自主培养

体系，源源不断造就“干细胞式”拔

尖创新人才；进一步推动质保体系

和质保文化建设，引导广大教师弘

扬教育家精神，坚持以学生为中

心，以“打头阵、当尖兵”的姿态培

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

江河表示，在复旦大学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落实强国规划纲要、

将“蓝图”变为“施工图”的关键时

期进行审核评估，恰逢其时，真正

做到了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

促管、以评促强。希望学校以此次

评估为契机，在凝聚全校共识上再

下功夫，在系统集成推进教育科技

人才三位一体上再下功夫，在探索

打破传统人才培养的学科化、院系

制的模式上产生新举措；在强化数

智赋能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全

流程上再下功夫，在推动形成创新

教育和数字教育，智慧教育相互相

融相促的良好生态上取得新突

破。进一步激发一流大学一流本

科一流人才质量保障的内生动力，

推动形成复旦大学特色质量文化，

在构建复旦风骨、中国特色、世界

水平的大质保和培育形成追求卓

越质量文化上作表率，为教育强国

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

源源不断的“复旦力量”。

本报记者赵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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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5 日，复旦大学、中共

台州市委、台州市人民政府联合

主办的“复旦大学·台州周”拉开

帷幕。“复旦大学·台州周”包括1

场启动仪式和 12 场专题活动。

这也是复旦大学文化校历“城市

周”的第四场活动。

当天下午，复旦大学党委书

记裘新，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许

征，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汪

源源，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艾

竹；台州市委书记李跃旗，市委副

书记、市长沈铭权，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吴海平，市政协主席叶海燕

在复旦大学吴文政报告厅共同启

动“复旦大学·台州周”。

裘新在致辞中表示，复旦将

进一步发挥学科人才优势，深度

对接台州科教资源，主动融入台

州城市创新体系，紧扣教育科技

人才一体部署拓展全方位合作，

让创新的大学与创新的城市在迈

向中国式现代化前列的征程上，

更好双向赋能、和合共生。

李跃旗希望通过进一步增强

复旦大学与台州的交流、互动、协

同和联动，持续推动教育科技人

才一体发展，深化沪台合作、产教

融合，更好实现日月光华、和合共

生，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为长三

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作出彼此

更大贡献。

沈铭权表示，台州是千年曙

光首照地，是一座追着阳光奔跑

的古城新市。当前，台州正高水

平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致力构

建现全域科创新格局、现代产业

新体系、融通创新新生态，打造长

三角区域产业创新高地。欢迎广

大新时代追梦人相聚台州，共享

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多年来，复旦大学与台州融

合互动、校地合璧，结下深厚情

谊，越来越多复旦资源落地台州，

多渠道、多维度的校地合作之路

越走越宽阔。在签约仪式环节，

复旦台州创新中心项目、医疗健

康合作项目、人文教育合作项目

等15个项目实现签约，包括校地

合作类、科技投资类2大类，涉及

医疗、人文、科技、产业等多个领

域。

会上发布了台州博士后科研

项目需求清单，诚邀博士后人才

加盟台州。会上还发布了复旦师

生免费畅游台州的政策。即日

起，广大复旦师生在2024年11月

25日至2025年2月28日期间（元

旦、春节法定节假日除外）可免费

畅游台州 21 个景区。“复旦学子

看台州”短视频创作大赛启动，期

待用复旦学子视角展现台州城市

魅力，同时为复旦学子提供更广

阔的社会实践和创作平台。

当天中午，光华楼东辅楼草

坪广场人头攒动，台州“糯叽叽、

甜蜜蜜、鲜哒哒”的特色食品和点

心，非遗产业、文旅融合产品等令

复旦师生流连忘返。这场和合台

州文旅市集，设置美食、非遗、文

创产品、旅游路线、公共休闲五大

展区，让复旦师生品尝地道台州

味道，感受台州特色文化。同时，

沪上高校台州专场招聘会举行，

推介台州人才政策，推出台州重

点企事业单位优质岗位。

光华楼东辅楼一楼，“在复旦

阅见台州”书展举办，台州籍作家

出版的精品力作、知名作家写台

州系列丛书，以及仙居花灯、玻

雕、树脂工艺品等台州独具特色

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多维度展

示台州丰富多元、独具魅力的文

化金名片。

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项目

（复旦）专场路演举行，聚焦台州

六大未来产业，10支创业创新人

才项目团队进行线下路演，台州

市“500精英”创业创新项目评审

同步开启；博士后与博士科研项

目洽谈会举行，以“揭榜挂帅”形

式发布台州企业博士后科研项目

需求榜单，组织复旦大学教授与

企业开展精准化、小型化对接洽

谈，合理破解技术难题，推动台州

博士后工作站建设；管理大视野

走进台州活动举行，广大复旦学

者、校友与两地领军企业走进台

州，为台州跻身全国制造业城市

第一方阵建言献策。

同日晚，舞剧《风起大陈》在

复旦大学相辉堂上演，展现大陈

岛从满目疮痍到东海明珠的蜕变

过程。 本报记者 胡慧中

创 新 合 作 双 向 赋 能 ，复 旦 台 州 和 合 共 生 本报讯 11 月 23 日
至25日，“活态遗产保护
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
会在云南红河哈尼梯田
召开，由复旦大学、元阳
县人民政府、昆明理工大
学主办，吸引了来自中
国、法国、日本、新西兰等
国家的百余位专家学者
参会。

与会者围绕“文化景
观的遗产韧性”“政府与
社区协作”等议题深入交
流，探讨遗产保护与发展
的 国 际 经 验 和 本 土 实
践。会议揭牌了复旦、昆
明理工、云南艺术学院等
单位的元阳工作站，并开
幕了高校联合设计展，展
示哈尼梯田保护与乡村
振兴成果。

会议期间，专家实地
考察梯田核心区及非遗
文化，亲身感受哈尼梯田的治理
与发展成果。会议深化了高校
服务社会实践，提升了复旦文化
遗产学科的学术与行业影响力。

来源：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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