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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武同志莅校调研座谈会上的发言 
 

校长 黄庆学 

（2019 年 2月 21 日） 

 

尊敬的林书记、各位领导： 

新春伊始，林书记百忙中莅临太原理工大学调研指导，

我们感到非常荣幸，这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太原理工

大学建设发展的关怀、重视和支持。我们一定把林书记关于

学校改革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领会好、贯彻好、落实好。 

刚才，玉程书记代表学校党委就党的建设、思想政治、

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情况作了专题汇报。下面，我想汇报一

下学校“双一流”建设的主要进展，并结合高等教育事业发

展提几点建议： 

一、学校“双一流”建设的主要进展 

2018年，太原理工大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坚持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理念，坚持内

涵式发展的道路，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和山西省“1331

工程”，通过实施学校“五大战略工程”和推进综合改革 47

项任务，圆满完成了《太原理工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设

方案》预定的年度任务，为实现高水平国际化创新型大学奋

斗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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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科攀升坚持重点突破，不断优化体系结构。2018

年，学校紧紧抓住“双一流”建设五项重点任务主动布局、

持续发力，建立了基于建设绩效的学科动态管理模式，编制

了《加快“双一流”建设行动计划》；强化“双一流”建设

精细化管理，根据学科群各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实施动态跟

踪，形成了竞争激励和奖惩机制。特别是紧紧围绕“煤炭绿

色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学科群”建设优化体系、凝练方向、培

育骨干、配置资源，充分显示了学科建设龙头作用，实现了

新时代“学科进位升档”。在 2018 上海软科中国最好学科

排名中，23 个学科进入了全国前 50%，较 2017 年增加了 4

个，其中 18 个学科的综合得分均较上年有大幅提高。 

2.人才培养坚持质量为先，不断推进内涵式发展。本科

教育方面，学校坚持“以本为本”，不断深化以固本强基为

目标的教学改革，实施以学习结果为中心的评价体系。基础

学院改革成效显著，学生学习成绩明显提高；ABET 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再添新成果，通过认证的专业数量达到 18 个，跻

身全国高校前 10 名，进入了全球工程教育“第一方阵”；

创新创业再创佳绩，参与各级各类竞赛项目 97 项，获得国

家级特等奖、一等奖 28 项，位于全国前列、稳居山西省第

一；学校实现了全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一等奖零的突

破；推免研究生选拔等方面改革成效显著，本校学生选择留

校攻读学位人数大幅度增加，达到了推免生人数的一半以

上；学校声誉不断提高，学校理工类平均超录取线 5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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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居山西省第一；学校在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方面的项目

立项和获奖数量均稳居山西省第一。 

3.科技创新坚持聚焦融合，不断深化产学研合作。2018

年，学校承担国家级项目数量再创新高，立项 152 项，其中

重点项目 4 项；牵头和参与山西省重大科技专项 15 项，占

到了全省的 53.6%，充分体现了我校对山西转型发展的重要

支撑作用；首次在《Science》上发表研究论文，实现了重

大历史性突破。成果转化取得重大进展，与山西资源型经济

转型密切相关的“煤层气生产金刚石”技术已成功打通全部

生产工艺，并将在山西落地转化。 

4.人才强校坚持引育并举，不断提高师资队伍水平。

2018年，学校不断推进人事人才领域的“放管服”改革，破

解人才引育体制机制障碍，先后出台了 10 余项人才引育制

度，优化了人才成长环境。全职引进金智新院士领衔的团队

1 个，建成化工、矿业和机械三个以院士领衔的创新团队，

引进高端外国专家 11 名、“百人计划”特聘专家 21 名、外

国博士后 2名，引进国内外博士及高级职称人员 200 余名，

招收师资博士后 9 名；新增优青 2 名，入选教育部教指委委

员 12 名，入选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1名。 

5.国际化坚持全球战略，不断加快对外开放步伐。2018

年，学校新签（续签）了 9项校际交流、联合办学协议；出

台了《国际化战略工程建设意见(2018-2020)》，成功获批 9

项国家高端外国专家项目，与 6名德国专家签署《外国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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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合作协议书》，内容涵盖“双一流”建设主建学科；学

校还通过了“来华留学质量认证”，促进了留学生数量和质

量稳步提升，目前在校留学生规模已达到 500余人，提前实

现了“十三五”目标。 

二、关于加快我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1.继续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进一步为高等教育事

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近年来，我省以全力打造“六最”发

展环境为着力点，创新体制机制，推进“放管服”改革落地，

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效。作为省委、省政府确定的率先发展

高校，太原理工大学坚决贯彻落实、精心谋划实施，目前正

在着力推进各项工作。希望省委进一步加大“放管服”改革

力度，给学校办学更多自主权（如对高校从事科研工作的校

级领导干部出国审批不要类同于公务员系列的厅局级干部

对待；对于已在科研项目预算中设立出国经费的，建议出国

经费由高校负责审批，取消财政厅审批环节）。作为高校，

我们也将不断提高规范化管理水平，切实做好“放管服”改

革的各项承接工作，确保接得住、接得稳、落实好。 

2.尽快出台支持“双一流”建设的专门文件，为提升我

省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提供有力保障。“双一流”建设实行“有

进有退”的动态调整机制，2020年就将迎来首次“大考”。

目前全国的“双一流”建设可以说是千帆竞发、百舸争流，

各省的支持力度都非常大，各高校更是卯足了劲在争进“双

一流”。但是我省一直没有出台支持“双一流”建设的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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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无论是经费还是政策的支持力度都不明确，因此希望

省里能够尽快出台支持“双一流”建设的相关政策体系，给

予我省高校建设“双一流”、冲击“双一流”以更加强有力

的支撑和保障。 

3.进一步加速国际化进程，为“构建对外开放新高地”

打通对接世界一流的国际通道。省委提出“构建对外开放新

高地”，就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奋起直追，主动对接“一带

一路”建设，以“新高地”构建集聚转型动能，以高水平开

放助推高质量发展。然而，山西国际化程度低的问题仍然十

分突出，教育部公布的 2017 年留学数据显示，全国来华留

学生近 49万人，而山西仅有 1000名左右，仅占全国的 0.2%。

同时，学生出国留学、教师出国进修均有很大差距。究其原

因主要还是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如我省对于公派出国和留

学归国人员的资助，从 1986 年 1500 万元/年至今未变，远

远不能满足发展需求。希望省里能够进一步重视国际化、不

断加大投入力度，支持学生、教师、专家请进来、走出去，

并开展广泛深度合作，为早日实现“构建对外开放新高地”

目标增添新的更大力量。 

时间关系，我就汇报到这里，不足之处敬请林书记、各

位领导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