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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通讯
员 魏小龙 潘妍利）“学校大力推
动新兴专业建设，促进传统专业改造
升级，新增储能科学与工程、合成生
物学、能源化学、金融科技、艺术与
科技等专业。2024年，学校有42个招
生专业与‘十强产业’高度相关，占
比 65.63%。”近日，青岛科技大学副
校长罗细亮告诉记者。

近年来，山东省深入贯彻落实国
家关于高等教育改革和就业优先战略
的部署，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
导向，大力优化调整学科专业结构，
深化产教融合，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
需求精准对接，有效推动高校毕业生
高质量就业。

“产业升级催生专业优化需求。”
山东省教育厅高校学生处处长梁立波
介绍，“作为经济大省，山东正加快
推进新旧动能转换，聚焦‘十强产
业’发展。2024年，山东省地区生产
总值达到9.86万亿元，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占比超过52%，对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的需求急剧增长。集成电路、

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人才缺
口大，部分高校专业课程滞后产业技
术发展，人岗适配度有待提升，结构
性矛盾仍需破解。”

为解决供需匹配难题，山东省教
育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等多部门于2023年印发

《山东省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
调整优化改革实施方案》，坚持“四个
面向”，推动高校积极对接黄河重大国
家战略需求和山东省绿色低碳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建设任务，深化学科专业
供给侧改革，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
质量，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

“近年来，山东着力构建以科技
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的学科设
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提
高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契
合度。”山东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处
长曾宪文介绍，“2025 年，山东优化
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新
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淘汰不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专业。”

2024年，山东新增博士点80%以
上为“十强产业”急需学科专业，新
增硕士点80%以上为支撑行业产业发
展的专业学位点，近3年新增本科专业
点 80％以上是社会急需紧缺专业。“3
个80%”有效优化了学科专业结构。

以山东大学为例，学校升级优化
专业结构，培育增设了19个战略新兴
专业，集中资源建设47个微专业，形
成了“优特新”高质量本科专业体
系。

通过人才需求预测分析，定期更
新发布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
鼓励发展本科专业清单，山东今年还
将继续完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
构建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相匹配的学科专业体系。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以
产业需求为导向、以学生发展为中心
的教育改革实践，强化供需适配，整
合资源优势，提升服务质效，加快构建
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全
力推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刚表示。

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提升人岗适配度

山东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优化培养体系

通讯员 胡杨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
整个校园沸腾了，我的内心感到十分
温暖，备受鼓舞。”新疆克孜勒苏柯尔
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哈拉峻乡谢依特
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
队员、二年级语文教师苏魏兵激动地
说。

在 2025 年 五 四 青 年 节 到 来 之
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新疆克孜勒苏柯
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哈拉峻乡谢依
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
队全体队员回信，向全国广大青年致
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希望广大青年坚定理想
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练就过硬本
领，发扬奋斗精神，到祖国和人民最
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据统计，2024—2025 年度西部
计划志愿者在新疆教育岗位上的有
4200 余人。其中，克孜勒苏柯尔克
孜自治州教育系统共有西部计划志愿
者近 1100 人，全州有西部计划志愿
者的学校62所。

“我将一如既往坚守教书育人初
心，扎根边疆，不懈奋斗，传递知识
与爱。”苏魏兵说，“同时，将发挥自

身专业所长，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西部计划
志愿者张子鑫是一名乡村教师，他激
动地说：“得知习近平总书记给谢依
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
队队员回信后，我内心久久不能平
静。”2023 年，张子鑫响应国家号
召，从太原师范学院毕业后参加西部
计划志愿者服务，来到了乌什县从事
乡村教育工作，想为西部教育事业贡
献一份力量。看到孩子们在学习上的
点滴进步，张子鑫感到无比欣慰，也
更加坚定了自己留下来的决心。

阿克苏地区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们
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
是对他们的巨大鼓舞和鞭策。他们将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投
身到支教工作中，为阿克苏地区的教
育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
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书写属于自己的
青春华章。

同谢依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
志愿者团队一样，近年来，一大批这样
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团队、银龄教师、

“组团式”援疆教育人才、大学生实习
支教团队等，齐聚新疆，站上边疆三尺
讲台，教书育人，汇聚大爱，到祖国和

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边疆
教育改革发展贡献着磅礴力量，为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学生们都亲切地称他为“铁爷
爷”，他很乐于接受地说：“这个称呼
好！”这位“铁爷爷”，是喀什大学银
龄教师赵铁锁。2021年9月，赵铁锁
从南开大学来到喀什大学支教至今，
圆了自己“从教五十年的教师梦”。

“支教以来，我既看到了西部地区教
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也感受到了喀什
大学干部教师辛勤工作、无私奉献的
精神。在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坚定
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的嘱托
后，我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继续在祖国
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的理想信
念。”赵铁锁说。

上海“组团式”援疆教师领队、上
海师范大学附属喀什实验中学（喀什
六中）校长陈伟文看到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回信感慨万千，从上海到喀什
虽万里之遥，但教育的职责使命没有
变。“沪喀两地师生的交往交流交融日
益密切，上海援疆教师深耕喀什讲台，
不是单向的理念灌输，而是像胡杨守
护绿洲那样，为每粒生命的种子培育
土壤。”陈伟文的心中满怀理想。

（下转第二版）

汇聚大爱，为边疆教育发展贡献磅礴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引发热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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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盾 通讯员 蒋颖妍

从实习生成长为测试工程
师，是很多高职院校学生难以迈
过的坎。张治诚是广东科学技术
职业学院学生，在珠海金山数字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实习时，职教
专有大模型“知行大先生”成为
他爬坡过坎的“秘密武器”。

张治诚参与测试多个副本功
能时，大模型既授之以鱼，引导
他用效率高的测试方法快速定
位；又授之以渔地做分析解答，
指导他提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
力。张治诚现已能编写较为完整
的测试用例，协助给产品查缺补
漏。

近年来，广东科技职院牵头
研发职教专有大模型“知行大先
生 ”（以 下 简 称 “ 知 行 大 模

型”），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
大规模个性化人才培养，努力营
造“人机协同、共生进化”的数
智化教学新生态。

项目驱动

学生边学边练“真功夫”

“生成式人工智能越来越擅长
运用各领域专业知识。未来很多
技术技能型岗位的竞争者，可能
不是同行，而是善用人工智能的
跨界人才。”广东科技职院计算机
学院副院长杨忠明举例说，随着
人工智能文生图等技术的快速发
展，很多公司愈加看重设计人员
的人工智能应用能力。

“我校面向智能时代产业所
向、人才所需，构建产教融合特
色鲜明的技术平台，培养适应力

强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广东
科技职院校长张力介绍，学校依
托人工智能国家级教师教学创新
团队等，组建大模型技术研发团
队。同时，学校联合多家头部企
业，基于 DeepSeek （深度求索）
等国产基础大模型，聚合专业资
源库、行业企业数据等语料，牵
头研发知行大模型。

广东科技职院借助知行大模
型，与多家企业深入调研分析多
行业技术技能岗位的能力要求
等，细化学校各专业学生的知识
能力图谱。校企合作从学生未来
工作、学习、生活等情境中，梳
理出36个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能
素养要求较高的典型场景和项
目。校企强化项目实训驱动，培
养学生的人工智能素养。

（下转第二版）

广东科技职院牵头研发职教专有大模型，赋能大规模个性化学习

“知行大先生”塑造数智教学新生态

5月6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林店街道南门小学恒盛皇家花园校
区，学生们手持笑脸气球，在校园开心奔跑。当日，该校开展“微笑问候，
传递温暖”主题活动，迎接5月8日“世界微笑日”的到来。 赵明 摄

笑迎“世界微笑日”

【好老师】

➡➡➡ 详见第三版

青春力量汇聚强国建设蓬勃动能

本报记者 张欣

4月上旬以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等39所高校陆续发布“强基计划”招生
简章，启动2025年报名工作。

自 2020 年启动实施以来，“强基计
划”持续推进。今年，“强基计划”有哪
些新动态、呈现出哪些新趋势？

专业布局扩容升级
新增前沿与交叉学科

目前，“强基计划”试点高校共 39
所，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力学、
历史、哲学、古文字学、基础医学等基础
学科以及国家重大战略领域相关专业招
生。

“基础学科不能等同于‘冷门学科’，
基础学科可以认为是科技创新的源头。”
南京大学招生办主任陈琳表示，“强基计
划”聚焦高端芯片与软件、新材料、先进
制造等关键领域以及国家人才紧缺的人文
社会科学领域，旨在选拔培养有志于服务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
学科拔尖的学生，为国家发展提供人才支
撑，为强国建设奠定基础。

记者发现，今年“强基计划”招生专
业中不乏量子信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
等领域专业。

如南京大学今年新增了智能科学、电
子科学两个培养方向，旨在培养具有源头
创新能力的高水平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和服
务国家战略性、关键性与先导性产业的基
础研究人才。北京理工大学数学与应用数
学专业新增智能科学科技培养方案，以

“人工智能+机器人”为培养特色。
与此同时，低空经济的迅速发展，带

来了对航空航天人才的需求。“发展低空
经济需要体系化支撑，比如，整合低空航
空器制造、运行等领域技术，研发关键原
材料及核心零部件以及城市空中交通应急
管理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生办主任
刘睿表示，对此，学校新增空天材料、飞
行器制造工程等4个专业，旨在面向国家
关键领域和战略前沿，培养一批有志于报
国，对专业学科有兴趣、有天赋，愿为国
家关键领域重大科技攻关贡献力量的人
才。

在专业布局方面，多所高校也更为
注重学科交叉。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强
基Ⅰ组以数学、物理、生物医学工程为核心学科，内设数
学—人工智能、物理—电子科学与技术双学位，突破传统
学科边界，强化理工交叉特色。西安交通大学围绕国家

“卡脖子”技术领域布局，形成“基础学科+战略需求”的
学科架构，理科专业强调“理学+工程”双线发展，文科

哲学专业注重逻辑思辨与科技伦理研究，
培养学生服务科技战略的宏观视野。

此外，不少高校都明确表示招生人数
有所增加。在招生地域上，部分高校向中
西部倾斜，例如，中国农业大学新增在贵
州、新疆两地招生，中国海洋大学新增在
重庆、云南、甘肃等地招生。

注重选拔机制公平公正
“单科破格”与多维考核并重

教育部强调，“强基计划”要在保证
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探索建立多维度考核
评价考生的招生模式。

整体来看，今年的“强基计划”招生
继续为有学科特长的人才提供绿色通
道，呈现出“淡化竞赛优待、单科破格
拓宽”等趋势。一方面，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东北大学、重庆大学、大连理工
大学等高校取消第二类五大学科竞赛二
等奖及以上考生的破格入围资格。另一
方面，天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则采取“单科
破格”入围政策。

“与去年相比，我校‘强基计划’
新增设了‘单科破格’入围的办法，对
于第一类以高考成绩优异报名，数学
或物理单科满分且高考成绩进入分省
招生计划数 5—6 倍之间的考生，可破
格入围。”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主任林
鹏说。

“单科破格”多数表现在数学和物理
学科。例如，天津大学数学与应用数
学、工程力学等专业要求数学科目成绩
不低于 145 分，且高考加权成绩排序处
于 6 倍以内。华中科技大学数学与应用
数学、生物科学要求数学不低于145分，
物理学专业要求物理满分。中南大学要
求数学成绩不低于145分，可不受名额限
制入围第一志愿，不限专业。

今年，电子科技大学新增信息与计
算科学、数理基础科学两大培养方向，
要求选考“物理+化学”。“这两门学科培
养了学生的逻辑推理与工程分析能力，
帮助学生建立从微观原理到宏观系统的
科学认知框架，强化学生的实验设计与
跨学科关联能力，这是解决人工智能算
法设计、芯片器件研发等复杂问题的思
维基础，也是连接理论模型与实际应用

的桥梁。”在林鹏看来，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学科融合，塑造
学生“理论推导—实践验证—技术转化”的完整学术思维
链条，使其能够适应国家战略领域对创新性、综合型人才
的需求。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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