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东明在调研铁路和民航工会工作时指

出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把握工运时代

主题 更好发挥产业工会在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和工会工作全局中的作用

全总机关启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 李玉赋作动员讲话

李玉赋在全国厂务公开协调小组第二十

三次会议上强调 提高政治站位 增强

思想自觉 推动企业民主管理工作再上

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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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来，中国青年满怀对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心，积极
投身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为人民战斗、为祖国
献身、为幸福生活奋斗，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祖国和人民，谱写
了一曲又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青年是有远大理想抱负的青年！ 中国

青年是有深厚家国情怀的青年！中国青年是有伟大创造力的青
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标题新闻新时代行业特色高校的使命担当与发展路径
研讨会在我校成功举办

本报讯 6月 15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与我校联合举办的“新时代行业特色高校的使命担当与发
展路径”研讨会在中工大厦三和厅成功召开。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李晓钟，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康凯出席会议并讲话。

中央民族大学党委书记张京泽，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文华学院院长刘献君，北京高科
大学联盟理事长、北京邮电大学原党委书记王亚杰，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黄进，北
京化工大学党委书记袁自煌，北京林业大学党委书记王洪元，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何秀超，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党委书记樊京玉，南京审计大学党委书记晏维龙，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中心主任王战军，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周光礼，
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洪成文，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吴立保，浙
江传媒学院副院长李文冰等十余位知名行业特色高校领导与高教研究学者，应邀出席会议并做主题发
言。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党委书记鲍遂献、中华女子学院党委书记李明舜、大连海事大学党委书记郑少
南、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高峰等行业特色高校领导应邀出席并担任各单元主持人。我校党委副书记、校
长刘向兵，副校长刘玉方、刘丽红出席会议，来自全国 82 所行业特色高校参会者，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
书处工作人员，我校各院（系）、主要职能部门教师代表以及新闻媒体记者共 200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刘向兵主持。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康凯，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经
费审查委员会主任李晓钟分别致辞。

康凯在致辞中表示，此次研讨会以“新时代行业特色高校的使命担当与发展路径”为主题，对高等
教育领域的热点、难点、焦点、亮点进行深入探讨，是积极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精神和要
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中央对教育的决策部署的重要行动。在高等教育强国
建设全面推进的过程中，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业特色高校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
希望广大行业特色高校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进新时代，把握新机遇，创出新路子。

李晓钟高度肯定了我校近年来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态势，以及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广泛邀请国
内知名行业特色高校的领导、专家、学者来校交流研讨，共同探索行业特色高校发展路径，努力向国内
行业特色一流高校学习的积极态度。 他希望学校能够在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以及各兄弟院校、
各位专家学者的帮助支持下，越办越好，扎实走好“特精尖”的发展道路。

研讨会的学术交流活动分四个单元进行。 第一单元由中华女子学院党委书记李明舜主持。 刘献君
以《行业特色高校发展中需要处理的若干关系》为题作报告，辩证探讨了行业特色高校发展需要处理好
的 4对关系———共性与个性、大学与行业、学术与技术、过程与结果；张京泽作了题为《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努力奏响新时代民族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强音》的报告，指出新时代民族高校应坚守为国家、
为民族培养优秀人才的初心，适应国家和少数民族以及民族地区的新发展、新需求，不断变革创新；王
亚杰在《行业特色型大学“双一流”建设探索与思考》的报告中指出，行业特色类大学实现“双一流”，必
须坚定不移地走以特色取胜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回归大学本源，向学科特色型大学转变，按照学科发展
规律来办大学。

第二单元由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党委书记鲍遂
献主持。 晏维龙、樊京玉、何秀超结合本校发展建设
实际，分别作了《南审的特色发展道路：历史、现状、
未来》《担当新使命 做好排头兵 建设 “双一流”
———努力建设新时代公安行业高等院校》《立足特
色 聚智为国 大力推进高端智库建设》 的报告，
分享了本校加强学科建设、推进智库建设、培养特
色型人才的战略举措；周光礼在《高水平行业特色
大学的发展战略问题》报告中，提出了高水平行业
特色大学战略定位、发展路径、学科领域选择、知识
创新、卓越教授队伍建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方
面需要深度思考的 10个问题。

第三单元由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高峰主持。 黄
进在《新时代法治人才培养的路径》报告中分享了
中国政法大学从单科性大学转型为多科性大学、从

教学型大学转变为创新型大学、 从行业型大学
转变为开放型大学、 从普通大学转变为中国一
流大学、 从封闭式办学向国际化办学转变的建
设经验与未来发展思路；吴立保以《“双一流”战
略下高水平行业特色高校的创新发展路径》为
题作报告，从使命担当、体制创新、内涵建设、国
际拓展 4 个方面介绍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一
流学科建设路径；洪成文在题为《行业特色高校
再规划的时代背景、现实目标和实践特色》的报
告中， 深入浅出地探讨了行业特色高校为什么
要进行再规划、再规划的特点是什么、如何进行
再规划等问题；王洪元作了《面向美丽中国建设新时代，承担林业高等学校新使命》的报告，分享了北京
林业大学在绿色中国事业中成长壮大的发展历史、时代使命和未来展望；王战军以《在服务行业发展中
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为题作报告，分析了行业特色高校当前发展的良好机遇、创新引领行业建设世
界一流的思路，并分享了“双一流”建设与评价的最新动向及行业特色高校建设与发展的思路。

第四单元由我校副校长刘玉方主持。 袁自煌结合北京化工大学的学科建设思路作了题为《加强特
色发展，超越特色发展》的报告；别敦荣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行业高校的发展定位》中就高等教育普
及化阶段行业特色高校的发展定位、与行业企业的关系、人才培养目标、学科建设等方面分享了相关思
考；李文冰作了《传媒类行业特色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的报告，分析了传媒类行业特色院
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经验、现实困境、未来走向以及浙江传媒学院协同育人的改革探索；我校刘向兵
校长以《“双一流”背景下行业特色高校的核心竞争力培育》为题作报告，结合我校办学实际，从学理的
角度深度分析了行业特色高校核心竞争力培育的独特优势，以及整合这些优势，实施核心竞争力战略
的思考。

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中心主任王战军进行大会闭幕总结。他高度肯定了此次研讨会的参与面
之广、覆盖行业类型之多、专家讲座及点评之精彩，并将会议的研讨主题总结为新时代、使命担当、发展
定位、发展路径、发展战略、人才培养模式、几大关系、几大问题、核心竞争力 9 个关键词。 他指出，在进
入新时代的今天，行业特色院校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机遇与挑战并存，希望大家都抓住机遇，迎接挑
战，为国家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此次研讨会是我校 70周年校庆的重大学术活动之一。会议的成功召开，为行业特色高校搭建了经
验分享、思想碰撞的平台。与会领导和专家围绕行业特色高校的时代使命与战略管理、发展路径与实践
探索进行深入研讨，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方向。 各与会高校表示，将引领更多行业特色高校加强内涵建
设、坚持特色发展，响应时代号召，积极承担起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使命。

【劳动箴言】劳动是一切成功的必经之路。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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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华全国总工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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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召开 2019年国家级、北京市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申报评审会
本报讯 5 月 27 日上午，学校在教研活动中心召开 2019 年国

家级、北京市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申报评审会。 评审会邀请了中国
人民大学教务处处长龙永红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科技处处长左敏教
授、 首都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方敏教授和我校校长刘向兵教授、副
校长刘玉方教授及教务处副处长许艳丽教授组成评审专家组。 此次
会议共有 9个专业参加评审。

刘向兵在评审总结中提出 3 点要求：一是此次申报的专业要体
现出专业特色，体现出专业对学校特色的支撑；二是要从国家战略
层面体现出该专业在全国和北京市的地位以及对北京市建设的支
持；三是要通过分赛道建设的策略，长远规划学校的专业建设申报
工作。 他指出，我们将进一步贯彻教育部“新工科”“新文科”理念，进

一步强化专业特色，按梯队培养专业师资团队，做强重点特色专业，
高标准定位专业目标，将我校特色专业纳入国家级、北京市级一流
本科专业中去。 刘向兵还向各位外请专家介绍了我校第三次岗位聘
任中对院系设置的调整，以及调整中对本科专业建设的促进作用。

刘玉方对此次评审提出 4 点意见： 一是要从专业人才培养目
标、模式和建设思路等方面总结专业建设成绩，精心打造各专业亮
点，组织好此次专业建设申报工作；二是申报专业要整合师资力量，
体现其专业水平与发展潜力；三是要避免学科专业分布重合，避免
分散师资力量和专业发展成果，集中资源支撑专业建设；四是要体
现学校办学特色， 申报专业要在社会横向比较上具有一定优势，成
为学校富有特色的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

会上，各专业负责人（或代表）分别从专业定位、专业建设、改革
成效、 师资力量和培养质量 5 个方面对专业建设情况进行陈述，并
详细回答了评审专家提出的问题。 评审专家充分肯定了我校各专业
在专业建设、体现学校办学特色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并对进一步
加强各专业的对标建设提出了中肯意见。

5月 29日，结合各院（系）申报、专家评审，经学校党委常委会讨
论确定，2019 年申报教育部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的专业为法学专业、
安全工程专业、劳动关系专业、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和新闻学专业，
申报北京市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的专业为社会工作专业。 学校将组织
以上各专业进行申报工作的进一步研究与论证。

（党政办公室 科研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