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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昌大学 LED 中心

2016 年 2 月 3 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在江西省委书记强卫、省长鹿心社陪同下，来到我校调研视察，

给我校广大师生员工带来了亲切关怀和巨大鼓舞。

习近平此次视察了我校国家硅基 LED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校内停

留了近半个小时，肯定了科研人员攻科研难题和抓成果转化决心大、目

标高、工作实、成效好，并勉励南昌大学走创新发展之路。他强调：“我

国发展必须依靠创新。掌握核心技术的过程很艰难，但这条道路必须走。

这个新兴产业大有可为，我对你们寄予厚望。”随后对在场的学校领导

和科研人员说：“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生力军，要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和

教育方法，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造就更多的合格人才、创新人才。”

南昌大学将把党和国家对科技人员的关怀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科

技创新力度，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学校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2016 年 1 月 8 日上午，2015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

会堂隆重举行，以南昌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申报的“硅衬底高光效 GaN

基蓝色发光二极管”项目经过推荐、形式审查、网络评审和初评、会议

评审、审定等程序筛选，由科技部审核，报经国务院批准后，荣获 2015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该奖项的获得，是迄今为止非“985”高校

及中国科学院系统以外的由地方高校唯一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的

项目，也实现了江西省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零”的突破。

●省委书记强卫来校为师生作报告

省委书记强卫来到我校深入宣讲省委《关于制定全省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书记从产业发展、民生幸福、科

教文软实力、绿色崛起、基础设施等方面，描绘了五年之后“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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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蓝图变成现实的江西新景象、新气派。同时，他勉励青年学子，要

珍惜大好时光，抓住宝贵机遇，为江西不断开创“发展升级、小康提速、

绿色崛起、实干兴赣”新境界贡献智慧和力量。

●学科建设迈出新步伐

我校召开第一届学科建设大会。副省长殷美根、清华大学院士聂建

国、苏州大学副校长熊思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刘晓艺、省委教育工委书

记黄小华，省政府、省教育厅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副省长殷美根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南昌大学在加强内涵建设，打造

高水平大学，深化综合改革，服务江西经济社会发展上取得的成绩。他

指出，本次会议，对于学校明确学科建设的战略龙头地位，有力促进学

校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加快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大学的步伐等方面都具有

重要意义。

会议决定实施创建“一流学科”、“一流学科创新团队”和“一流学

科创新平台”工程（简称“三个一”工程）。推进一批学科（群）成为

具有国际重要影响的学术高地，重点打造一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学

科创新团队和高层次学科创新平台，为建设区域特色鲜明高水平大学提

供强力支撑。

●原铁路医院属地化管理工作稳步推进

2015 年底，我校完成南昌大学新余医院的全面移交工作，南昌大学

新余医院已正式纳入属地化管理。学校已与上饶市签署移交协议，南昌

大学上饶医院已移交上饶市政府管理。

至此，南昌大学已先后完成鹰潭医院、萍乡医院、新余医院、上饶

医院的属地化管理移交工作。

●人才培养再获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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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高教社杯全国大学数学建模竞赛获奖结果揭晓，我校取得

本科组全国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4 项，江西赛区一等奖 7 项、二等奖 8

项和三等奖 9 项。自 1995 年组织学生参加该项竞赛以来，我校已连续

21 年获得全国一等奖，累计共获全国一等奖 28 项，二等奖 45 项，处于

全国高校先进水平。

 省教育厅公布 2015 年度江西省高等学校（本科）省级精品资源共

享课程名单，全省共有 110 门课程被评为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其中

我校《政治经济学》等 14 门课程名列其中，占总数的 12.73%。

●高层次科研项目立项取得新成绩

我校申报的“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的历史经验研究”课题获批

为 2015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这是我校连续第二年获

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我校申报的“江西省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重大创新实践研究”

课题，被列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2015 年度重大实践经验

总结课题和 2015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

我校承担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江西方言调查项目”，国家语

委将投入研究经费 1400 万元，分五年实施。

我校申报的《心理距离对青少年的人际信任及合作行为的影响研

究》课题，获批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5 年度教育部重点

课题。

●综合改革案例荣获全国教育改革创新典型案例优秀奖

我校组织申报的《探索地方高校综合改革 建高水平大学》案例

成功入选第四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典型案例并获优秀奖，成为我省

获此殊荣的唯一案例。

●增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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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学校共有 27 份咨询报告得到省委省政府批示，其中省委书

记、省长批示 11 份次，副省级领导批示 16 份次。其中，2015 年 10 月

以后获领导批示主要智库成果：

《推进农旅融合加快江西休闲农业发展的思考》《完善城市公共空

间 提升南昌旅游竞争力》《构建农产品可追溯产业链 保障人民生活食

品安全——基于正邦集团可追溯生态绿色猪肉养殖产业链的调研》《徐

昄村文化调查——问题、成因与对策》《西汉海昏侯墓的独特性与保护

利用建议》。

◆改革进展

●推进内部治理结构改革

南昌大学 2015 年综合改革试点补助经费 1 亿元到位，学校已召开

专题会议，就 2016 年综合改革补助专项经费使用做出具体安排。

省发改委、物价局给予我校学费标准特殊政策支持。

我校潘际銮教育基金会完成了注册登记，并启动了校友年度捐赠活

动。

●开展人才培养模式与机制改革

在全校范围内开展教育教学改革思想大讨论，形成了“参与讨论、

聚焦改革”的良好氛围。

我校制定《南昌大学本科专业综合评估工作实施办法（试行）》，首

次开展 103 个专业综合评价工作。

我校制定《南昌大学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意见》，开展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过程管理及验收结题工作，加强创新创业师资

队伍建设。

我校制定《南昌大学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办法（试行）》，将招生指

标与科研成果、项目经费、就业率、毕业论文质量、学术道德等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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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改革博士生入学考试方式和复试权重，通过扩大硕博连读生比

例，降低博士研究生的在职率,2015年录取的博士“非在职率”为67.3％，

提高了博士生源质量。

我校 22 名研究生获“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资助。

●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机制

我校 2015 年全年引进高层次人才 15 人，其中全职引进 7 人，含国

家“千人计划”2 人、“973 计划”首席科学家 1 人。柔性引进院士、国

家杰青和海外教授等 8 人。

我校制定《南昌大学人才队伍建设若干意见》，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机制，实施超常规的引才和育才举措。

我校 2015 年招收博士后 35 人（其中企业联合培养博士后人员 6

人），出站博士后 7 人（其中企业联合培养博士后人员 2 人），现在站人

数达 90 人。

●提升学科建设水平

完成《南昌大学 ESI 学科分析系列报告》，为提升学科国际竞争力

提供参考依据。完善《南昌大学“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专项

资金使用办法（暂行）》，启用专项经费项目管理系统，加强项目精细化

管理。

●我校建设“智慧后勤”

后勤服务集团围绕《南昌大学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制定了“智

慧后勤”发展规划，提出构建“后勤服务大厅”和“微信公众平台”的

线上、线下服务。此举大大提高了后勤维修服务效率，实现了学校广大

师生与后勤服务集团之间及时有效的交流互通。

●民主监督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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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召开首次教代会代表询问会，30 余名教职工代表积极发挥民主

监督职能，围绕学校商住楼建设等问题提出询问，受询问单位解答并听

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学校综合改革中教职工普遍关注的事项，都可通

过教代会代表询问会这一新渠道及时知晓并提出意见建议。

◆设想建议

●科学编制“十三五”规划。紧密结合国家、江西省及高等教育“十

三五”规划，围绕学校全面实施综合改革奋斗目标，把握经济社会发

展和高等教育改革的新常态，编制《南昌大学“十三五”事业发展

规划》。同时，做好规划任务分解、实施、跟踪、保障、评估等工作，

使规划成为可操作的工作指标，成为学校事业发展的工作指南。

●积极推进一流学科建设。主动对接国家“双一流”和江西省地方

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计划，大力实施“三个一”工程，推进南昌

大学有特色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按照分层次、分类别、分阶段

建设的原则，配套出台《南昌大学重点学科建设计划》《南昌大学基础

学科振兴计划》《南昌大学新兴学科培育计划》等系列支持学科发展政

策。做好国家第 4 轮学科评估的准备工作。做好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

点实验室迎接科技部评估工作。

●实施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全面落实《南昌大学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意见》，构建创新创业

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好创新创业实践平台，统筹校内外协同育人体制机

制，推进卓越人才培养计划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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