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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队，辟特区，直升教授⋯⋯
东北大学敢于为青年教师破格，乐
于为人才提供“绿色通道”，打出

“两招一式”系列人才新政组合
拳，让一批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
出，为学校事业发展带来蓬勃生
机。

“两招”之“进团队”——

大师“布阵”助青年教师成长
“进团队”是东北大学为青年

教师成长搭建的重要平台。
学校副校长王福利说：“青年

教师在成长过程中不能单打独斗，
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团队中的知
名专家如果拉青年人一把，能够让
他们迅速成长。”

东北大学的具体做法是，由基
层教学科研学术组织帮助青年教师
组建团队，并让他们在团队中找到
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在三级以上教
授岗位聘任时，明确要求要有 5 人
以上的团队，同时对优秀团队实行
团队考核。

在学校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
国家重点实验室，王国栋院士带领
18 名教授、15 名副教授组成了一
支领航钢铁行业的“人才雁阵”。

实验室瞄准国民经济主战场，动辄
是上千万元、上亿元的大项目，可
以帮助青年人迅速进入角色。

2004 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
袁国，一入学就参与实验室“十
五”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项目。
5 年间，袁国先后与 8 个大项目结
缘，很快成长为项目负责人。袁国
感叹：“密集的工作任务逼人成长
啊！”

青年教师丁进良进入柴天佑院
士领军的东北大学流程工业综合自
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后成长迅速，
2013 年获国家技术发明奖，2014
年 晋 升 为 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
2015 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资助。丁进良说：“加入柴院士
的团队，就像站在巨人肩膀上，只
要付出不懈努力，就一定能取得出
色成绩。”

几年间，青年教师已迅速构成
了东北大学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国
家重点实验室的“人才矩阵”。目前，
实验室拥有 3 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创新研究群体、2 个创新引智基
地、海内外院士 3 人、千人计划 6
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
12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9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16人。

“两招”之“划特区”——

让“引进人才”尽展才华
“一流人才必须给予一流待

遇”。从2004年起，经报请教育部
批准，东北大学取消了教师岗位聘
任时职务任职时间的限制，在项目
申报、各类奖项推荐时，同等条件
下向青年教师倾斜，为他们脱颖而
出提供政策保证。

80 后的郭磊是东北大学人才
新政的直接受益者。“学校给予启
动经费 10 万元，学院通过协调给
我调配了一笔经费。”有了资金、
政策的保障，郭磊迅速“开疆辟
土”，在光网络、无线网络、网络
生存性及宽带接入网等方面大展拳
脚。现在，郭磊已申请国家发明专
利 11 项 （已授权 5 项）；取得软件
著作权 5 项；在 SCI （美国 《科学
引文索引》） 收录的国际期刊上发
表和录用论文 80 余篇；入选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很庆幸自己在人生的岔路口
做出了正确选择。”2013 年 4 月，
在美国杜克大学药理与癌症系完成
博士后研究的沈阳小伙儿丁辰回

国，加入东北大学刚刚成立的生命
科学与健康学院，很快便入选“青
年千人计划”。

青 年 教 师 刘 腾 飞 16 岁 上 大
学，23 岁赴澳大利亚攻读博士，
取得首创性成果，27 岁在美国纽
约大学理工学院完成博士后研究，
继而公开竞聘成为该院仅有的 3 个
访 问 助 理 教 授 之 一 。 2014 年 年
初，刘腾飞放弃去荷兰任教的机
会，以“百人计划”特聘教授身份
进入东北大学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
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这里，他如鱼
得水，迅速成长，仅一年时间便入
选“青年千人计划”，并获得国家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近3年，东北大学千人计划增加
15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增加5人、
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增加10人。

“一式”之“试成色”——

为能者开辟“绿色通道”
“常格不破，大才难得。”这是

东北大学领导班子的共识。因此，
学校近年来在人事改革上的步子迈
得格外大，为优秀青年教师开辟

“绿色通道”。
在各类“绿色通道”政策的支

持下，学校青年教师队伍爆发出源
源不断的生命力。

孙秋野的“风车”，是东北大学
校 园 一 景 。那 是 学 校 从“985”、

“211”经费中拿出 100 万元支持他
的“风光互补发电系统实验平台”的
一部分。孙秋野博士毕业后留校工
作，作为负责人或主要参加人获得
国家科技发明专利40余项，他也是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

1979 年出生的叶丹，2010 年
从讲师直升为教授。叶丹认为自己
是走进全国百篇论文“绿色通道”
的幸运人。博士第三年，叶丹选择
留校，留校第四年，便从讲师直接
破格晋升为教授。

34 岁的董久祥也是破格晋升
为 教 授 的 “ 国 家 新 世 纪 优 秀 人
才”。能从讲师直接破格晋升为教
授，董久祥靠的是自己的“看家本
领”——在控制领域的国际顶级杂
志上发表论文12篇。

近年来，东北大学每年用于新
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重点项目培育
基金和创新团队培育基金达 1600
万元。这些政策实施以后，学校申
请获得自然科学基金的 35 岁以下
青年教师占比大幅提升。

组团队 辟特区 直升教授

东北大学：敢为“青椒”破格
本报记者 刘玉 通讯员 张广宏 姜宇飞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孙 福 万
吴亚琪） 近日，家住上海的3名国
家开放大学盲生在导盲犬的陪同
下，顺利参加了商务英语专业的
学位英语考试。针对3名盲生的特
殊情况，国家开放大学考试中心
与合作高校沟通，专门为他们命
制了考题，上海开放大学将文字
试卷转成音频文件，考生可以通
过听题在计算机上答卷。

这是国家开放大学全面推进
教育助残工作的一个缩影。为了
更好地帮助残疾人学生，国家开
放大学残疾人教育学院各地方学

院和教学中心做出了不懈努力。
为了发展残疾人教育事业，

探索残疾人现代远程开放教育，
经教育部批准，中央广播电视大
学残疾人教育学院于2002年11月
正式成立，2012 年 12 月更名为国
家开放大学残疾人教育学院。该
学院充分利用国家开放大学体系
的教育资源和全国残疾人联合会
的系统及政策优势，为全国残疾
人 及 残 疾 人 工 作 者 提 供 高 等 本
科、专科学历继续教育和非学历
继续教育，逐步构建起比较完整
的残疾人远程教育体系。

据了解，该学院已在全国先后
建立48个地方学院和教学中心，有
的已成为当地重要的残疾人培训
基地。截至目前，该学院全国累计
招收本、专科学生 1.4 万余人，毕业
6737人，还有大量残疾人朋友和开
放大学的普通学生一起参加学习。
作为一所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
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开展远程教育
的新型大学，国家开放大学为提高
残疾人教育水平、提升特殊教育教
学质量提供了有力支撑。

如今，国家开放大学残疾人教
育学院的毕业生活跃在各行各业，

成为我国残疾人事业的骨干力量。
通过学习，他们树立了自信、自立、
自强的生活态度和信念，使命运的
轨迹发生了改变。天津学院的蔡成
荣获第五次“全国自强模范”荣誉
称号，沈阳学院的李文君是沈阳市
劳动模范和残疾人创业带头人，深
圳学院数字媒体设计与制作专业
的聋哑学生潘声泉自主创业开设
了设计公司⋯⋯他们不仅圆了自
己的大学梦，提高了自身的生活质
量，也正在用所学知识和技能服务
社会、回报社会，以实际行动赢得
了人们的尊重、社会的认可。

国家开放大学全方位教育助残
本 报 讯 （记 者 柴 葳）

“ 儿 童 福 利 服 务 包 括 两 个 部
分，除了物质的给予，作为成
长中的个体，儿童更需要精神
层面的福利服务。”日前，在
中国关工委公益文化中心、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中
华大家园支持儿童成长公益援
助行动论坛上，中国社会工作
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陆士桢
援引美国经济社会学家维维安
娜·泽利泽的观点指出，儿童
具有社会文化属性和道义上的
无价性，应提供专业化的非经
济福利服务来帮助困境儿童真
正走出困境。

作为青少年问题专家，陆
士桢特别关注近年来屡见媒体
的儿童伤害事件，关注事件中
的群体及他们的生活环境和成
长经历。陆士桢认为，在伴随
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而带来物
质条件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更
应警惕群体性困境儿童面临的
包括家庭环境在内的生存发展
环境的相对恶化。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
升、福利事业的发展，困境儿
童实际获得的生活医疗等方面
的救助不断提升，但总体上，
我国困境儿童全面保护救助机
制还没有建立起来。”陆士桢
注意到，去年，救助困境儿童
的相关内容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与儿童权益相关的提案也
达 39 件之多。她认为，在这
种情况下，更应该关注儿童非
经济福利保障，深入探讨如何
通过专业化的儿童福利服务，
让作为最弱小社会群体的困境
儿童真正脱离困境和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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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在与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进行禁止非机动车通行标志的识别和认知交流。近
日，安徽省阜阳市交警走进该市特教学校，为特教学生举办交通安全模拟体验活动，
让他们在寓教于乐中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提高交通安全意识。 戴文学 江勇 摄

本报北京 5 月 16 日讯 （记者 焦新） 今天，第十
期全国高等学校领导干部国防教育和学生军事训练工作
专题研修班结业式在国防大学举行。本期研修班为期 7
天，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 （教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副厅 （局） 长 （主任） 和部属
高等学校副校级以上干部共 78 人参加学习。学习以专
题授课为主，重点讲授了习近平总书记改革强军重要战
略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战略环境、大国关系、国防
动员、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等内容，同时安排了学生
军训工作政策法规学习辅导等。

自 2012 年国防大学承办首届高校领导干部国防教
育暨学生军事训练工作专题研修班起，至今已举办10期。

抓好军训领头人
推动工作新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倪秀） 5 月 15 日，在西南交通大学
建校 120 周年纪念大会上，西南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和台湾新竹交通大学 5
所交通大学校长启动共同培养世界一流人才计划，未来
将在资源共享、学生互换、学分互认等方面进行合作。

“5 所交大同宗同源，我们未来将推动海峡两岸交
大学分互认、学费互免、教育资源共享，共同培育世界
一流人才。”西南交大校长徐飞指出，交大要加速世界
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建设进程，但不能将学校建为

“世界名校的中国分校”，而应集中西教育精华为一身，
致力培育“懂得现代科技的中国人”。

据了解，2016 年海峡两岸 5 所交大将举办 12 个
“共同项目”以纪念交大成立 120 周年，每所交大分别
承办两到三个项目。西南交大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是
交大校庆活动的第四站，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台湾新
竹交大的建校纪念活动已于 4 月相继举办，9 月海峡两
岸5所交大代表还将参加北京交大建校纪念活动。

海峡两岸五所交大
携手共育世界一流人才

（上接第一版）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余功茂说，

无论这个病怎样，他都要教好每一届学生、每一班学
生，笑着面对每一天、面对每一名学生。

“讲台就是我的阵地，倒也要倒在讲
台上”

余功茂的手机里存有大量单词和长难句。“身体稍
微舒服点时，我就时常翻看。老师要不停学习，才能传
递给学生更多有价值的东西。”虽然已经执教多年，对
教学内容早已轻车熟路，但余功茂仍不放松学习，即使
是身患重病后。

每次课前，余功茂总是多方查找资料，结合最新的
学界动态和时事内容，力求让每节课内容充实，让学生
确确实实学到知识。学生们反映，他的课堂信息量很
大，这与他平时的“充电”和认真备课是分不开的。

“上余老师的课不会走神儿，因为脑子会一直跟着
老师的思维走，而且学到的东西记忆深刻。”一名学生
说。

针对单词难记的情况，他以书本词汇为基础，大量
扩充同义词、反义词、形近词，还有上下义词，以及一
些看起来平淡无奇，但在考试中有着特殊决定性意思的
单词。哪些必须认识，哪些必须会拼写，哪些还必须会
造句，他让学生分门别类去掌握。

针对学生反映的听力教材过于容易的问题，余功茂
一方面把听力教材当听写教材使用，让学生精听，另一
方面搜集最新听力材料。这些材料往往没有文字稿，余
功茂边听边记，再录入电脑，设置题目，做成演示文
稿。10 分钟的听力材料，最终做成演示文稿需要 1 个
小时左右。努力没有白费，学生对这些材料十分感兴
趣，在提高听力水平的同时，也培养了他们关心国内外
大事的习惯，开阔了视野。

余功茂认为，作为一名老师，应该以教学为主，教
书育人是老师的根本职责，爱岗敬业是做好老师的必要
因素。

“我是教师，讲台就是我的阵地，倒也要倒在讲台
上。假如让我离开讲台，我才真撑不住了。”余功茂对
他的学生说。

“学生求知的渴望，给了我巨大的精
神支撑”

住院期间，余功茂所带3个班的学生虽然彼此互不
认识，但仿佛商量好了似的，每名学生都给他精心制作
了一张卡片，或是写一封信，由班干部带到病房交给
他。

“自从认识您，英语就成为我大学期间最想上的一
门课。”

“我们以师生身份相逢在武大，却以朋友身份相处
在课堂。”

“每次上您的课都能轻松愉快学到很多，包括知识
和您笑对人生的态度。”

所有卡片和信都被他珍藏在一个漂亮的纸盒里。
现在每天接到不少慰问电话，旧手机打坏了，他又

买了一个新手机。余功茂告诉记者，生病之后，毕业多
年的学生辗转联络上他，纷纷来电关心，重庆的5名学
生还坐一天火车前来探望。

2014 年年底，外语学院的同事们得知余功茂患病
的消息后，纷纷慷慨解囊，捐款4万多元，鼓励他振作
起来。

“这一年来饱受病魔摧残，可爱的学生们给了我最
为暖心的力量。是学生们求知的渴望，给了我巨大的精
神支撑。”谈到这些，余功茂脸上洋溢着幸福。

中南医院血液净化中心医护人员介绍，要维持生
命，余功茂只能靠透析或换肾，但目前还在等待肾源。

最近几天，从网上得知余老师病情的学生们，纷纷
从外地赶回，想要前来探望。不过，周末时余功茂选择

“躲”回乡下老家去。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余功茂说：“学生们难得过一

个周末，我不想因为自己的事给大家添麻烦。”

（上接第一版）
据介绍，华盛顿中心将把中国

的传统文化教育和美国的体验式
教育相结合，目前主要是为当地少
年儿童开设课外课程，包括国画、
书法、舞蹈、演讲、科技教育等。“我
们不仅仅是为华人孩子服务，我们
是为当地不分肤色的小孩子服务
的。”该中心校长万瑾说。

齐丽丽说：“我相信像华夏未
来这样到美国来的教育机构会越
来越多，我觉得美国孩子也可以
从文化底蕴很深的国家像中国学
到很多东西。没有一个文化是完
美的文化，每个文化都在不断更
新，美国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好

的东西。”
莫勒的文章给出几个数字：

在美国，如今来自中国的总投资
已超过 500 亿美元，到 2020 年有
望达到 1000 亿到 2000 亿美元；
中国在美留学生 2015 年为美国经
济贡献约 100 亿美元；美国的教
育产业总价值高达 1.3 万亿美元，
但迄今美英两国的教育产业仅从
中国等境外投资者获得微不足道
的3.5亿美元的投资。

因此，现在的问题“并非是中
国巨额投资是否将大举进军美国
引以为傲的教育领域，而是它们将
在何时蜂拥而至。”莫勒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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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机构进军美国市场
（上接第一版）

该中心生物技术制药方向负
责人郑裕国说：“我们根据多年
的经验，放弃了原先化学法的生
产工艺，尝试用生物催化的方法
设计了十几条技术路线，经过两
年尝试，最终找到了药效高、成
本低、能耗小的最佳路线。”

由浙江工大牵头的长三角绿
色制药协同创新中心，联合浙江
大学、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药物
制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核心成
员单位，吸纳美国 IPS 公司等国
际创新力量以及华东医药、海正
药业等一批制药龙头企业组建而
成。目前，中心瞄准制药产业的重
大需求，设绿色化学制药、生物技
术制药、药物制剂等 3 个研究方
向，有包括高校、科研院所、企业、

国外机构研究人员和在校学生在
内的 200 余人创新团队。近年来，
浙江工大凭借协同创新模式，在
重症感染抗生素、口服降糖药、治
疗心脑血管疾病、治疗帕金森病、
广谱性抗寄生虫病药物等方面的
生产技术，均已成功实现国产化
并产业化。

“高校科技创新要始终围绕
国家、区域重大战略需求，对接国
家、区域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解
决区域发展急需的共性技术、关键
技术。”浙江工大校长蔡袁强说，

“对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只有
创新而没有转化为生产力是远远
不够的。我们的追求是把学问做在
重大产业上，把科研论文写在经济
建设主战场上，让创新成果不断推
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假如离开讲台，我才真撑不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