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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成立辽宁省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和

红色文化育人共同体、建立“爱国荣校教
育资源库”“总书记辽宁足迹沉浸式教学
体验中心”等项目库⋯⋯以大讨论为契
机，东北大学制定“大思政”育人体系综
合改革方案，实施新百年“育人兴邦”工
程，深化“三全育人”、“五育”并举，打
造爱国荣校“大思政课”品牌，以一系列
小切口、大纵深的具体举措，支撑学校形
成强大的思政引领力，塑造立德树人新格
局。

顺应人工智能时代浪潮，东北大学未
来技术学院围绕工业智能和智能工业做文
章，正在推进以“人工智能基础”等为代
表的模块化未来工业智能课程建设，完善

算力平台、工具平台、智能基础、典型场
景“四位一体”的未来工业智能教学实验
平台，锻炼学生工业智能系统开发能力，
提升学生解决工程科技问题的能力。

总结凝练大讨论成果，学校形成了
“面向未来科学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01 尖
峰班计划实施方案”“本研一体化培养改
革实施方案”等举措。

“01 尖峰班计划”拟选拔一批优秀学
生，以催生“从 0 到 1”的原创性成果和技术
创新为培养目标，充分发挥学校工科优势，
锚定新兴、交叉和基础学科方向，力求取
得重大原始创新或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通过‘教育思想大讨论’，我们正在
研究出台本研一体化建设方案，构建本硕

博贯通、多学科融合的培养方案，突出课
程、科研与实践衔接，实施全程导师制，
遴选优秀教师指导学生，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东北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刘承
军表示。

紧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东北全面振
兴发展需求以及学校学科、师资队伍规
划，学校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全面优化人
才队伍雁阵格局，实施“卓青计划”，健
全校院两级教师发展工作机制，推进人工
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大讨论后，一系
列强师惠师文件陆续出台，更好地发挥教
师评价体系改革指挥棒作用，引导教师履
行教书育人核心职责。

东北大学把“对学生好”落到实处，

建设了覆盖 11 栋学生宿舍的 26 个淋浴
间，为 2.6 万名学生提供不出楼的浴室，
为 17 栋学生宿舍安装空调 9600 余台，实
现全覆盖。“来到东北大学第6个年头，真
切体会到母校实力宠学生的力度。”该校
冶金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陈宝奇在讨论
会上说。

财务智能报销平台上线运行，强化大
仪设备共享，首个智慧食堂投入使用，以

“一号通”带动智慧校园建设，NeuDeep-
Seek智能问答助手、师生24小时智能教务
助手第一时间上线⋯⋯一个个“我为师生
办实事”的项目，让师生的获得感、幸福
感、归属感持续提升。

郭海表示，学校将以深化人才培养改
革为牵引，系统谋划和推进科技体制、人
才发展体制和治理体系改革，高质量推进
一流大学建设，奋力书写教育强国建设的
新答卷。

让“教育思想大讨论”的共识落地生根

2024 年 9 月，新一批国家卓越工程师
学院建设高校名单发布，东北大学成功入
选。怎样围绕工业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
与企业高质量开展工程硕博士联合培养？
怎样更好地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工程素
养、创新能力、战略思维，善于解决复杂
工程技术难题的卓越工程师？这是大讨论
中十分重要的议题。

围绕“完善立德树人机制，实施新时
代立德树人工程”“着眼国家战略需求，
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弘扬教育家精
神，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深化改革创
新，提高管理服务质量和效能”4 个主
题，广大师生交流思想、畅谈感想，直面
问题、打通堵点。学校设立“教育思想笔

谈”专栏，各学院院长畅谈体会和举措；
上线专题网站，积极营造良好氛围。

如何在新时代继续让爱国成为立德树
人的鲜亮底色？“我们还要继续凝练百年
校史中的爱国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和发展

‘一二·九’‘54 煤’等精神谱系，打造
‘爱国+’系列思政育人品牌，引导学生从
前辈的奉献精神和新时代伟大变革成功案
例中汲取强大精神力量。”东北大学党委
副书记张皓在专题讨论会上说。

“新质生产力和新型工业化，是学校
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锚点。必须深化产教融
合、科教融汇，加快建立科技发展、国家
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
提 升 人 才 培 养 与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契 合

度。”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国栋说。
东北大学博士生、沈阳粼动仿生科技

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储逸尘，利
用仿生水下机器人，解决渔业水质差和鱼
病频发的难题。“学校对项目在资金支
持、政策咨询、市场对接上的帮扶，贯穿
了项目孵化的全过程。希望学校继续加大
对学生创业团队的支持力度，让更多学生
创业项目加速成长。”在一场以学生为主
的讨论会上，储逸尘说。

在这次大讨论中，学校组织教师深入
探讨师德师风、教育教学能力等方面的提
升途径。

“如何通过政策引导教师重视教学工
作？如何定制面向人才培养的可量化教师

评价体系？”一次次的思想碰撞，明晰了
教师评价、发展、提升的关键所在。“利
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以智能教学辅
助系统评价分析授课质量，逐渐实现教学
效能精细化管理，提升教师信息化素养，
推动教学成果产出。”青年教师陈东岳建
议。

优化内部治理结构，完善外部协同治
理机制，优化发展资源配置机制和校园数
字化治理⋯⋯教师纷纷表示，只有在深化
治理体系改革上下功夫，才能更好地提高
管理服务质量和大学治理效能。

“我们要在人才培养上深化家国情
怀、厚积学科基础、注重交叉融合、强
化实践创新、拓宽国际视野，构建一流
大学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成为
培养科技精英、工程帅才、行业翘楚、
治国栋梁的主阵地。”东北大学副校长王
强表示。

着眼国家战略需求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东北大学形成了什么样的人才培养
特色和育人理念？”“如何优化培养目标、
学科布局、专业结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
系？”⋯⋯

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大学“着眼
国家战略需求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殷殷嘱
托，围绕高等教育如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的时代之问、如何从“教知识”到“育能
力”转型的破局之需，东北大学展开了一

场增进共识的思想激荡。
学校高度重视大讨论，强化顶层设

计，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党委书记、校长
挂帅多次主持、参加相关部门和学院组织
的大讨论；召开专题研讨会、组织专家报
告会、开展师生座谈会、组织师生提建
议，涉及牵头职能部门 18 个、学院 19
个，共计开展讨论 266 场次，涵盖 8000 余
人次。师生热烈交流、畅所欲言，分享自

己的思考和建议。
重数据模拟、轻现场实践的学习路径

依赖怎么改？人才培养为什么必须放到真
实场景锤炼？在一场学院的讨论中，大家
分享了一个案例：“团队精心开发的算
法，在论文中表现优异，却在工厂实际应
用时因环境干扰失效，培育‘学科交叉+
产教融合’的育人生态，已势在必行。”

重科研、轻教学的传统痛点如何破

解？“课堂绝不能变成教师的副业，而要成
为我们一生的信仰。”东北大学教务处处长
徐章润的话，引发大家共鸣——必须从思
想深处重视课堂，重塑对教学的价值认同。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我们通过开展
‘教育思想大讨论’，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
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围绕教育强
国的六大特质，明确学校的人才培养目
标、育人理念，明晰职能部门、学院、教
师等各层面在人才培养中的职责，找准人
才培养工作中的痛点、难点、堵点及其背
后的结构性矛盾、体制机制障碍。”东北
大学校长冯夏庭表示。

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增进共识

本报讯 （记者 程墨 通讯员 江炽
谢小琴 尚紫荆）“请分析 2025 年世界数字
教育大会中学校的重点任务及最新进展情
况。”近日，武汉理工大学网络安全与信息
化工作领导小组会暨信息化办公会上，随着
第一条指令发布，该校全新升级的人工智能

（AI） 校长助理2.0正式发布。
会上采用“人机协同”模式，同步推出

包括 AI 人事助手、AI 数据助手、AI 宣传助
手等在内的“AI+教育”智能体矩阵，全面
赋能学校“教、学、研、管、评、服”全过程。

新版 AI 校长助理充分融入学校数字化
IP形象“智思特”元素，并以“三头四驱六
臂八般武艺”展示各项功能。该智能体具备

“上情”“外情”和“内情”三大智囊体系，
精准捕捉国家制度政策与全球教育资讯，智
能感知学校要情动态。“四驱”映射物理、
网络、人员和事业四大空间，以“感知监
测、数据分析、价值挖掘、协同调度”推动

智慧校园管理。
不只是 AI 校长助理，学校还依托强大

的数据基础，发布多个智能体，打造“AI+
教育”智能体矩阵。AI人事助手具备智能分
发、智能分析和智能问答三大功能，可以轻
松将学校党政工作要点和重点指标分发到各
职能部门和教学科研单位，对关键指标进行
历史数据对比与分析，增减变化、比例趋势
一目了然，辅助决策更加精准。

“打开南湖校区图书馆鹰眼 1 号监控。”
随着指令发布，屏幕上弹出南湖校区图书馆
西侧校园道路、建筑实时画面。AI视频助手
充当“千里眼”角色，实现“一问即答”。

“学校近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
与获批情况如何？”AI 科研助手不仅实时提
供学校近年自然科学基金的申报与获批情
况，更发挥强大的数据分析功能，为决策提
供参考。

“此次升级标志着学校在‘信息化—数
字化—AI 化’三级跃迁进程中迈出重要一
步，为高校治理现代化注入了全新动能。”武
汉理工大学信息化办公室负责人马斌介绍。

未来，学校将持续打造并升级“AI+教
育”智能体矩阵，推动教育管理、教学模式
和学术研究等多方面智能化变革，助力学校
在教育领域持续创新与发展。

身怀“三头四驱六臂八般武艺”

这所大学的“校长助理”本领强

通讯员 王钰慧

“移形换影”“数谜竞答”“欧拉回路”“一π到
底”⋯⋯近日，在国际数学日之际，东北大学“π
生智慧，数聚未来”数学文化节开展得如火如荼，
趣味数学游戏依次登场。“学生们在这个过程中激
烈讨论、互相合作，攻克了一个个数学难题，更激
发了对数学的热爱。”该校数学系教授邵新慧说。

聚焦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让学生厚植
专业情怀，这正是东北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工作的生
动缩影。2024 年秋季学期，东北大学贯彻落实全
国教育大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给东北大学全体师
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

“通过大讨论，我们引导广大教师牢固树立
‘育人兴邦是东北大学的首要使命，教书育人是教
师的第一学术责任’的理念，筑牢人才培养中心地
位，深化人才培养改革，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
量。”东北大学党委书记郭海表示。

东北大学开展东北大学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教育思想大讨论””引领体制机制改革引领体制机制改革——

一场增进共识的智慧碰撞一场增进共识的智慧碰撞

本报讯 （通讯员 冯浩 记者 梁丹） 在地
球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的万米深渊，压强相
当于一个指甲盖上站了一头一吨重的犀牛，温度
接近冰点。此前，能到达这里的深海机器人，多
为重量达数吨的刚性体大型潜航器，对于身长 1
米以内的小型机器人而言，这里的极端环境会使
它们“肌肉僵化”、举步维艰，曾一度是“禁
区”。

如今，一台身长不到 50 厘米、体重仅 1500 克
的“小精灵”翩然而至，在深海高静水压下安然
无事。它时而摆动尾鳍如游鱼穿梭，时而展开背
鳍如海燕滑翔，甚至能将尾鳍变化成腿，在海底
漫步。

这一能在万米深海实现多模态运动的小型深
海可变形机器人，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工程
及自动化学院研究团队联合中科院深海所、浙江
大学，历经 6 年共同研发而来，研究成果日前发
表在国际学术顶刊 《科学·机器人》 上。

研究团队从蝙蝠鱼的运动模式中汲取灵感，
设计出了这一能够游动、滑翔、爬行的多模态机
器人：在游动模式下，机器人通过尾鳍的摆动产
生推力，如鱼得水般穿梭，最高速度可达每秒 5.5
厘米；在滑翔模式下，展开的背鳍利用水的升力
实现长距离滑行，宛如深海中的海燕，轻盈而优
雅；在爬行模式下，机器人利用各向异性足部设
计，能够实现每秒 3 厘米的沙地行走，稳健而灵
活。这种多模态运动能力，使机器人能够在复杂
的深海环境中灵活应对，成为深海探索的多面手。

为了验证机器人性能，研究团队在多个深海
地点进行了实地测试。在几年的测试时间中，机
器人搭载“深海勇士号”和“奋斗者”号载人深
潜器完成了多地形、全海深 14 次部署测试。未
来，团队将致力提升深海小型机器人的续航能力
和运动效率，实现更大范围的深海探测和监测，
为海洋资源开发、考古发掘、环境监测等领域提
供支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联合团队

研发小型深海可变形机器人

进展新新科技

深海多模态机器人概念图。学校供图

东北大学东北大学““智电兴智电兴
乡乡””实践团成员在沈抚实践团成员在沈抚
示范区拉古满族乡拉古示范区拉古满族乡拉古
村测量光伏板尺寸村测量光伏板尺寸。。

学校供图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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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全景图东北大学全景图。。学校供图学校供图

本报讯 （通讯员 焦德芳 记者 陈欣然） 在
人 体 这 个 庞 大 的 生 命 王 国 里 ， 有 一 群 “ 捣 蛋
鬼”——恶性肿瘤细胞，它们不仅会抢夺正常细胞
的营养，还会制造有害环境破坏人体健康。近日，
天津大学教授叶升团队成功破解了癌细胞的一个重
要生存密码，为研发新型抗癌药物打开了一扇新的
大门。

恶性肿瘤细胞有个特殊的生存本领：当遇到
缺氧环境时，它们会像发酵面团一样快速产生乳
酸。更狡猾的是，它们还能通过一种叫 MCT1 的

“运输工”把乳酸运送到周围环境中，既给自己清
理了“垃圾”，又制造出有害环境阻挡免疫细胞的
攻击。这个发现让科学家们意识到，如果能破坏
MCT1 的运输能力，就能有效打击癌细胞。

叶升团队从 2020 年开始，就像侦探一样层层
揭开 MCT 蛋白家族的秘密。他们用超级显微镜观
察发现，这类运输蛋白工作时需要两个搭档手拉手
合作。2022 年，科学家们又发现了帮助 MCT1 在
细胞表面“安家”的关键助手蛋白。但要彻底搞清
这些“运输工”如何运送乳酸，就需要捕捉到它们
不断变化的每一个细微动作。

经过持续攻关，研究团队终于在今年 3 月揭开
了谜底。他们发现 MCT1 运输乳酸需要完成一套
精密的“质子泵”动作：首先通过特定的氨基酸捕
捉质子，像拧开瓶盖一样打开运输通道；接着乳酸
分子像坐滑梯一样进入指定位置；最后通过电荷变
化将乳酸弹射出去。这个过程需要多个关键位点的
精密配合，就像一场编排完美的分子舞蹈。基于这
些发现，科学家们从传统中药材中筛选出一种名为

“水飞蓟素”的天然化合物。实验室测试显示，这
种物质能像钥匙卡住锁眼一样精准阻断 MCT1 的
工作，有效抑制肝癌细胞的生长。

“这项研究不仅让我们更深入了解癌细胞的生
命活动，也为开发副作用更小的靶向抗癌药物提供
了新思路。”叶升介绍，未来团队将继续优化药物
设计，争取早日为癌症患者带来更安全有效的治疗
选择。

天津大学团队

新型抗癌药攻关取得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