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6日，故城县郑口第二小学苗苗茶艺社团的同学在
学习茶艺。

近年来，河北省故城县郑口第二小学以各类特色社团为
平台，积极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素质教育活动。

目前，该校组建了古筝社团、轮滑社团、机器人社团等艺
术、体育、益智科技三大类共 26个特色社团。学生可根据自
己的喜好，选择参加各类特色社团活动。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河北：特色社团助力素质教育

“‘双一流’不是‘985’‘211’的翻版，也不是升

级版，更不是山寨版。‘双一流’是一个全新的计划，

在‘985’‘211’的基础上，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事

业在新历史潮流下推向前进。”在十二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记者会上，面对中外记者，教育部党组书

记、部长陈宝生说。

镜头切换至 1月 27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以下简称《办法》），

意味着“双一流”建设的顶层设计、配套制度、工作

方案、遴选标准等都已具备。

“双一流”建设是今年两会上的一个热词。那

么，到底应该怎么建？怎么干？两会代表委员们又

对高校“双一流”建设提出了哪些真知灼见？

“高标准”，中国特色和世
界一流有机融合
“推动‘双一流’建设恰逢其时，无论是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是大学本身的发展历史阶

段，都决定了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提出新的发展目

标。”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李和平说。

如何准确理解“双一流”？

李和平认为还得从四方面入手，“双一流”建设

既是建设的内容，也是一种教育理念；“双一流”绝

不仅仅是少数 985、211 高校的使命，也是众多高校

的责任；“双一流”应该有绝对标准，但是更应有相

对标准；“双一流”建设是一个历史过程，需要在科

学的体制和机制下推动建设。

对此，陈宝生也明确指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一流学科，要定性为8个字，那就是“中国特色、世界

一流”，其标准是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的有机融合。

“教育部会有一些标准，比如世界一流学科、

SCI、世界排名等，我们会参考这些标准，但是不能

作为唯一的标准，最重要的标准应该是要为中国的

建设服务。”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工业大学校长

邢永明说。

据了解，为了明确标准，根据《办法》，我国将以

学科为基础，支持建设 100 个左右学科，着力打造

学科领域高峰，以一流学科建设带动高校整体建

设。同时，为了保证“双一流”的高水准。《办法》指

出，将建成高校“有进有出”的动态调整机制，对于

建设过程中出现重大问题、不再具备建设条件且经

警示整改仍无改善的高校，将被及时调整出建设范

围。建设期末，根据期末评价结果等情况，重新确

定下一轮建设范围。

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负责人介绍，

“双一流”建设将建立激励约束机制，专项资金在相

对稳定支持的基础上，对成效明显的建设高校加大

支持力度，对缺乏实效的建设高校减小支持力度。

“接地气”，破解高等教育
结构失衡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大学副校长张倩红多年来

一直在关注教育问题。经过调研，张倩红代表发

现，推进高校“双一流”建设，不仅需要有国际视野，

更要“接地气”，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智力支撑。

那么，如何“接地气”？张倩红说：“具体到操作层

面，‘双一流’建设应重点考虑中国高等院校的合理布

局，构建完整的人才流动保障机制，提升社会资本参

与教育的积极性，注重教学与科研并重等问题。”

张倩红以河南省为例分析称，河南是一个人口大

省，但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缺乏，尤其需要政府进一步

加大教育投入，出台相应措施，帮助留住优秀人才。

以“双一流”目标为引领破解高等教育结构失

衡的问题，得到了今年两会更多代表委员的认同。

在李和平看来，之前实施的“211”工程和“985”

工程虽对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提升作用明显。但就

其数量、区域布局和综合发展水平来看，中西部地

区与东部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

距。“如果这种结构失衡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势

必影响到国家未来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他说。

“确实需要考虑重点和平衡的关系”，邢永明所

在的大学就处于内蒙古这样的欠发达地区，他认

为，入选“双一流”的可能是少数学校，但是从全国

整个高等教育格局来看，有很多地方高校为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大量贡献，如果只注重少数尖子学

校，最后可能会造成中西部和内地沿海发达地区高

等教育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

“塑精神”，别忙“抢帽子”
重在回归初心
“双一流”评选在即，各大高校已不乏“抢帽子”

的硝烟。

何为“帽子”？就是具有长江学者、杰出青年科

学家、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等“名头”的高

层次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双一流”建设，也是一

场人才争夺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让委员代表们担忧的

是：如果“双一流”建设仍然以长江学者、杰出青年

科学家、院士等高层次的人才数量为依据来排名，

那么，人才抢夺大战在所难免。

“学科建设需要钱，但是钱堆不出来一流学

科。这也是目前大家对‘双一流’议论的比较多的，

就怕新一轮的‘双一流’又变成一个分项目、分资

金、分资源的工程，拿到了以后就拿到了，拿不到的

永远拿不到，又造成了新一轮的高等教育投入的不

平衡。”李和平坦言。

高校“双一流”建设如何落实并不是一件易

事。《办法》虽然规定，“双一流”建设将在充分利用

国内外第三方评价结果基础上，形成对高校的多元

客观评价，不再单独组织申报，避免突击整合、互相

挖角等无序竞争、恶性竞争。但是，没有细则，实际

操作上很难准确把握。

张倩红表示，希望经过各方努力，使教育能够

做到“四个回归”：一是回归常识，教育的常识就是

读书；二是回归本分，教育的基本功能就是教书育

人；三是回归初心，教育工作者的初心就是培养人

才；四是回归梦想，教育梦就是报国梦、强国梦，具

体体现就是“双一流”建设。“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一

流学科，就是要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

际竞争力，最终实现教育报国、教育强国。”她说。

“双一流”：怎么建？ 怎么干？

新闻热线：010—58884108
E-mail：kjrblgm＠163.com

3月 16日，在安徽省亳州市第一中学校园里，学生们正
在科技创新大赛上展示自己的作品。

当日，安徽省亳州市举行第七届青少年科技创新暨发明
创造大赛，来自三县一区中小学生参展的科技创新成果作品
有 1676件。此次以“实践、创新、成长”为主题的科技创新大
赛为喜爱创新的中小学生们搭建了一个展示的舞台，以促使
青少年养成“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良好习惯，不断提升
青少年科技创新意识和水平。 张延林/视觉中国

安徽：小发明家奇思炫才华

3月17日，家长在天津市第一中学考点门外等候考生。
当日，天津市高考考生参加高考英语科目“一年两考”首

次考试。根据高考改革实施方案，从 2017年高考开始，天津
市在现有英语听力两次考试的基础上，实行高考英语笔试两
次考试，取笔试和听力各两次考试中较高的分数计入高考总
分。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摄

天津：高考英语“一年两考”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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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闻进行到底

图说新闻

3月15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通顺街小学男女足球队的
小球员在进行对抗赛。

当日，一场“校园女足嘉年华”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
区通顺街小学举行。

该校女足队员们整装亮相，进行了足球趣味游戏、足球技
能训练、足球主题绘画、男女足对抗赛等活动，享受足球运动
带来的快乐。

据了解，通顺街小学是内蒙古自治区足球特色学校，足球
体育教育历史悠久。 新华社发（丁根厚摄）

呼市：女足嘉年华炫动校园
第二看台

本报记者 马爱平

高校人才的流动问题成为今年两会的热议话

题之一。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全

国人大代表、西安工程大学校长高岭、全国政协委

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全国政协委员、苏州

大学校长熊思东等许多代表、委员都在不同场合对

这一问题表达了自己的关注和忧虑。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更

是提交了名为“关于在‘双一流’建设中规范高校人

才队伍流动”的提案。

“东部各高校对中西部高校的人才要手下留

情”，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 2 月 24 日的中西部高等

教育振兴计划工作推进会上发出呼吁，称抢挖人才

就是在掘中西部高校的“命根”。

“双一流”建设成为继“211 工程”和“985 工程”

之后，再次引发各大高校争抢人才的连锁反应，蔓

延之势锐不可当。

高校抢高校抢““帽子帽子””何时休何时休？？

本报记者 李 艳

说起来，高校之间因为人才引发的“厮杀”并不

是什么新现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曾有著名的

“孔雀东南飞”——中西部高校的有实力教师被吸

引到东部发达地区。

此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这种流动一直存在。

东部发达地区的高校有地理、经济优势，加上

各式各样的攻势，造成西部高校的人才流失十分严

重。网上有个著名的段子，将兰州大学称为“最委

屈大学”。说的正是这座历史悠久、曾经群英荟萃

的西部高校在历次抢人潮中屡战屡败，甚至出现人

才断档的惨烈局面。

元培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洪文在接受科技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东部高校在薪资待遇、发展

空间、学科平台方面有很大的竞争优势。此外，东

部地区的生活环境和管理水平比中西部高校好，也

是吸引人才流向的重要原因。

“双一流”的启动，进一步加剧了东部高校与中

西部高校之间的人才竞争。“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以拥有长江学者、院士等高层

次人才的数量来体现的。为了争取这些高层次人

才，东部高校愿意高价抢人，而他们开出的优厚条

件也着实让很多人无法拒绝。在这一背景下，中西

部高校的人才形势更为严峻。”洪文说。

一位西部高校的管理工作者告诉科技日报记

“帽子”人才跳一圈
待遇翻了好几番，终点又回到起点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若以长江学者、杰出青年

科学家、院士等高层次人才的数量为依据来排名，

“‘数人头’的做法助长了高校间的恶性‘人才战’”。

人们不禁要问，在这波抢人潮中，高校到底抢

的是人才还是这些人拥有的头衔？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在今

年两会上表示，目前高校的“挖人”行为，其实在很

大程度上就是在“挖头衔”。只要有“头衔”，不管人

才本身是否适应学校的具体情况，一律挖来。丝毫

不顾人才引进后是否能真的把学科建设带上去，将

所在学科建成名副其实的世界一流学科。

在他看来，“双一流”建设需要有时间的沉淀。

而现在很多高校却过于功利化，只顾一味地“砸

钱”，并没有考虑学校发展的核心理念和文化究竟

是什么，这对于高校的发展，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的

发展十分不利。

“我们曾经针对业内人士做过不少的咨询和访

谈，业内普遍还是期望管理部门能采取一些相应的

措施。比如设立薪酬上限，以及不以头衔论英雄。”

洪文说，当长江学者、杰出青年科学家、院士等等这

些“帽子”与世俗利益绑定得过分紧密之后，必然会

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马敏在今年的两会提案中也建议，要精简名目

众多的人才引进计划；并设置合理的工资“天花板”，

以避免各高校间对人才的盲目攀比和竞相叫价。

今年1月份，教育部印发《关于坚持正确导向促

进高校高层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的通知》，明确提出

“不鼓励东部高校从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引进人

才”“高校之间不得片面依赖高薪酬、高待遇竞价抢

挖人才”。显然也是注意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

创一流不是抢“帽子”
业内期待上层有新动作

在洪文看来，尽管这场人才抢夺战中大家都反

对个别高校的挖人行为，也在争取早日结束这种

“混战”，但是人才有流动的自由，这种自由应该得

到尊重。

他认为，如果要说这场人才抢夺战有什么积极意

义的话，那就是作为高校教学和科研的主要力量，高

校教师队伍建设受到了越来越多高校的重视，有利于

优秀人才和团队将获得更好的机会和发展空间。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特定的时期人才流

动十分自由，成就了许多大师和思想的争鸣。民国

时期，不只是大学教授们能自由流动，中小学教师

队伍也能自由流动。

洪文认为，虽然目前的情况与历史不尽相同，

但要求政府部门出政策限制人才流动是不现实的，

中西部高校更应该从自身情况入手，寻求突破。

坊间流传，目前在大学间，定价水平大约为：

“长江”“杰青”学者“年薪 100 万元+1 套住房+2000

万元科研启动经费”。这样的“价格”，对中西部高

校来说确实有点高。

洪文表示，《实施办法》鼓励各地区突出区位优

势重点建设特色学科。这也意味着未来国内的高

校发展将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地方化的特点。

他建议中西部高校在建设“双一流”过程中,还是要

以发展一流学科为突破口。实际上就算北大、清

华、复旦知名院校，也不是所有学科都是一流。

中西部高校因地理位置和历史积累，在一些

特定的学科极有优势，比如内蒙古的畜牧、农业

学科、兰州的冰川冻土研究、甘肃的的敦煌和丝

绸之路研究等都有不可取代的优势。洪文建议，

中西部地区的高校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办高水平

的专业，学科办好了自然有了吸引人才、留住人

才的筹码。

人才流动应得到尊重
中西部高校发展一流学科是突破口

者，很多人认为这波抢人潮中受害的主要是能力和

财力都欠佳的中西部高校，但实际上，很多东部高

校也是受害者。他说：“有些所谓的人才，利用东部

高校‘求人心切’的心态，在不同学校之间跳来跳

去，不断刷新自己的薪酬标准，你说这个过程他的

学术水平提高了吗？并没有！更夸张的是还有人

最后跳了一圈后还回到原来学校，待遇翻了好几

番，这对那些踏实做学问的人公平吗？”

有些所谓的人才，利用东部
高校‘求人心切’的心态，在不同
学校之间跳来跳去，不断刷新自
己的薪酬标准，你说这个过程他
的学术水平提高了吗？并没
有！更夸张的是还有人最后跳
了一圈后还回到原来学校，待遇
翻了好几番，这对那些踏实做学
问的人公平吗？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