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
我省高等教育坚持把人才培养工作
放在重要位置，深化教学改革，为学
生创造施展才华的广阔平台，提供
成长进步的无限机遇，让人才第一
资源更优质，让创新第一动力更强
劲，源源不断向经济社会主战场输
送高素质人才。

为实现人才全面成长成才，我
省高校肩负起统筹“供给端”与“需
求端”的责任。数字赋能校际协同，
加强人才高质量供给，遴选首批省
级示范性高校虚拟教研室60个、建
设试点153个，开设跨校修读本科课
程4200余门次、修读学生29万余人

次，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覆盖面。
服务振兴发展，因地制宜扩大

需求，我省持续聚焦经济社会发展
重点领域优化学科专业，加强集成
电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关键领
域人才培养；我省多措并举让人才

“蓄水池”不断扩容，努力成为重要
的创新策源地和人才高地。

在成才平台上精准布局、在留
才生态上精准服务。优化人才服务
保障、制定实施《“兴辽英才”服务保
障政策和配套细则》，走好拔尖创新
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出台进一步支
持大学生创新创业措施15条、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补贴政策20条……

近年来，我省实施的系列举措让高
校各级各类人才成长有扶持、待遇
有保障、做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
2023年，应届毕业生省内就业23.8
万人，同比增加1.5万人，人才吸引
集聚效应进一步增强。

“学生在校时到企业进行深度
学习，毕业可以直接上岗。”前不久，
大连金普新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
区）获批首批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
体。该联合体成员单位、通用技术
集团大连机床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董建军介绍，该公司与大连职业
技术学院共同投资1.2亿元打造辽
宁省装备制造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提供实习岗位2800余个，已产出研
究成果31个。

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我省
组建石油化工、机器人、船舶、航空
等1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大连
金普新区、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2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现有617家院
校、企业加入联合体和共同体，校企
共建产业学院102个、实习实训基地
555所，对接项目127项，全面服务辽
宁打造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和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新高地。

波澜壮阔启新程，策马扬鞭新
时代。当前，辽宁已经走上了高质
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必将
成为机遇无限的求学创业热土、施
展才华的广阔舞台。在辽宁，青年
学子必将大展宏图、未来可期。

9个学科稳定在ESI全球排名前1‰、组建全国重点实验
室6个、牵头获批国家级教学成果33项……一笔笔真金白银
的教育投入、一项项科技成果的转化落地、一批批顶尖人才的
培养使用，建设教育强省，辽宁以基础之牢、优势之多、潜力之

大，正在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建设教育强省，龙头是高等教育。当前，全省高校正在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紧扣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
深入实施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
力，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让公平优质的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学子
的成长成才路。

辽宁振兴，教育先行。振兴中的辽宁，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
人才、渴求人才、依靠人才；振兴中的辽宁，也为各类人才扎根辽宁、大展
身手提供了难得机遇。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打造新时代“六
地”，大家一起努力、共同奋斗！在辽高校和广大学子，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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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努力培养更多栋梁之才
——我省高等教育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明绍庚 王 月 白 昊

办好高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事关
民族未来。

辽宁科教资源富集，大学大院大所
众多，高等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具有得
天独厚的基础和优势。截至2023年年
底，全省有普通高校114所，高校现有两
院院士25人，全国重点实验室6个，国家
工程实验室19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6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4个。2023
年，我省高校共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025项，获资助资金5.62亿元；我省新增
中央财政教育转移支付资金近2.5亿元，
增长4.9%，为全国增幅最高省份之一。

厚植沃土，萃就精华。近年来，我省
着眼国家战略需求，发挥高等教育龙头
作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
协同融合发展，高等教育进入聚焦高质
量的内涵式发展阶段。目前，全省有本
科院校64所，研究生培养高校37所，涵
盖除军事学以外的13个学科专业门类；
有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临床医
学等博士学位授权点160个、硕士学位授
权点630个；设有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
工程、冶金工程等437个专业种类、2638
个专业布点，其中包括国家级和省级一
流专业建设点1015个；高职专科院校50
所，专业涵盖除公安与司法外的18个专
业大类，设有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电子
信息等373 个专业种类、1715 个专业布
点。全省有普通高校在校生133.3万人。

高位布局谋篇，政策引领发展。省
委、省政府出台《关于推动辽宁高校高质
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多措并举将科教优
势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推动我省与教
育部及清华、北大等20余所高水平大学
开展战略合作，强化人才交流培养，开辟

建设教育强省新赛道，夯实科教资源优
势，高等教育发展跑出加速度。

在沈阳化工大学、辽宁工程技术大
学等高校，一批省内高校与清华大学参
与合作的科研、教学项目正在火热开
展。今年5月，清华大学教授“辽宁行”
活动持续推进，一批清华大学教授来省
内高校、科研院所、重点企业调研考察，
在人才培养、高端人才引育、科技创新和
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入合作，助力辽宁全
面振兴新突破。截至目前，全省各地各
单位与清华大学已开展合作83项、与北
京大学开展合作33项，涉及科研攻关、
成果转化、学科建设等多个领域。

依托产业基础深厚、科教资源富集的
优势，我省不断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
提升基础学科研究水平和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能力，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加速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深入推进教育数字化
转型，更好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

积极开展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
教育部支持东北大学建设国家级未来技
术学院、支持大连理工大学和东北大学
建设国家级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集
成电路科学与工程等交叉学科和新兴学
科加快布局，建设省级现代产业学院97
所，新增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217门；举
办首届“校企协同科技创新伙伴行动”，
2023 年，全省高校转化科技成果 7638
项，转化合同金额40.26亿元；我省牵头
筹建国家工业母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
体，大连金普新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
区）获批首批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职
业教育“一体两翼”深化发展……高等教
育战线正源源不断为实现全面振兴新突
破提供强有力的科教人才支撑。

我省高校专业“上新”服务产业发展“向新”
本报记者 王 月 白 昊

学科水平是体现高校教学科研
水平的重要标志，学科建设是带动
学校整体水平提高的有效途径。在
高等教育强特色、创一流的进程中，

辽宁建设成果丰硕，奋进步履不停。
全省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

不断优化学科布局。辽宁大学、大
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大连海事大

学4所高校的7个学科入选国家“双
一流”建设学科，9个学科稳定在ESI
全球排名前1‰，93个学科进入ESI
全球前1%，26个学科建设水平达到

全国前列，其中，大连理工大学的
“化学工程与技术”、东北大学的“控
制科学与工程”达到全国顶尖水平。

一门门“金课”在不断打磨中趋
于完美，一所所高校在砥砺奋进中
成果颇丰，随着我省高等教育的“家
底”更加殷实，教育服务能力进一步
提升。

今年年初，大连理工大学国家
卓越工程师学院正式成立，聚焦航
天、航空、航海、石化行业国家战略
需求，打通人才供需两端，培养关键
领域紧缺人才，建立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特区。5月31日，朝阳师范学
院获批设立，辽宁新增一所本科院
校，首批6个本科专业从2024年秋
季开始招生，让全省高等教育布局
进一步得到优化。

中国医科大学、辽宁师范大
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等一批高校
专业入选教育部“双万计划”国家
级一流专业建设点、省级一流专业
建设点，建成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431 门、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7103
门，扎实推进我省高等教育内涵式
发展。

高等教育的支撑力、贡献力
直接关系到高质量发展的速度和
质量。聚焦前瞻布局未来产业，
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强科技
创新平台建设，我省积极在前沿
和交叉领域培植新的学科增长
点，统筹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
和人才培养，不断提升教育服务振
兴发展能力。

聚焦前沿和交叉领域，培植新
的学科增长点。围绕集成电路、人
工智能、储能技术、高端装备、智能
制造、新材料、医学攻关、生物育种
等领域，建设一批交叉学科和特色
二级学科，建成国家未来技术学院、
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工程硕博士
培养改革试点单位等一批国家级人
才培养平台。

重构课程体系、重组教学内容、
实施过程性评价……在我省加快建
设教育强省的进程中，高等职业教
育聚焦内涵建设，不断重塑职业教
育教学形态，加强创新型技术技能
人才培养。新增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等紧缺专业布点81个，建设省级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及虚拟仿真实训项
目 426 个，搭建产教融合信息服务
平台，校企共建专业、课程、教材，联
合开展技术攻关等3004项，校企联
合服务行业企业技术改造、工艺改
进、产品升级。

规模之大 科教资源基础和优势得天独厚

实力之强 学科建设成果丰硕殷实

质量之高 高素质人才培养能力全面跃升

大学生在阅览室认真学习。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高考落幕，志愿填报即将开始。
今年，教育部公布了2023年度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此次全国共新增备案本科专业点
1456个、审批专业点217个，并将列入
相关高校2024年本科招生计划。其
中，辽宁高校新备案和审批本科专业
69个，包括储能科学与工程、智能制
造工程等一批新工科专业，生物育种
技术、足球运动等教育部首次纳入本
科专业目录的新专业，以及中医康复
学、健康服务与管理等服务社会需求
的专业，使我省高校本科专业结构得
到进一步优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
更适应产业发展需求。

瞄准前沿产业
新工科专业成大热门

此次辽宁高校新备案和审批本
科专业涉及工学、教育学、经济学、农
学、理学、医学、管理学、法学、艺术
学、文学十个门类。其中，工学门类

专业占比最高，接近50%；其次占比相
对较高的门类分别是理学、教育学和
管理学，分别占比14%、12%和9%。

我省高校此次“上新”的工科专
业中，一批指向科技经济前沿、瞄向
未来发展需求的新工科专业成为热
门。其中，大连理工大学和辽宁工业
大学新增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沈阳
工业大学和辽宁工业大学新增智能
制造工程专业，沈阳化工大学和沈阳
建筑大学新增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
业。此外，还有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
信息工程学院新增物联网工程专业
和新能源汽车工程专业、沈阳科技学
院新增人工智能专业等。

“智能”“新能源”“储能”等词语成
了新增专业的高频标签，这和我省近
年来在“数字辽宁、智造强省”建设上
取得的发展有着紧密联系。2023年，
华锦阿美精细化工等一批超百亿元项
目在我省开工建设；电动载人汽车、锂
电池、太阳能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
增长48.8%；先进装备制造、石化和精

细化工、冶金新材料、优质特色消费品
工业4个万亿级产业基地和22个重点
产业集群加快发展……立足自身办学
定位和办学条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区域发展急需正是高校专业建
设“调停转增”的主要依据。

“经过这轮调整，我校新增智能
材料与结构3个新工科专业，同时停
招4个不契合社会需求的本科专业，
建设结构合理、特色鲜明的应用型专
业群。”辽宁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赵
薇介绍，该校接下来将围绕智能建
造、人工智能等领域，持续优化专业
布局，强化学校工科优势特色，提升
学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

以推进新工科专业建设促进新
质生产力加速形成，为辽宁振兴发展
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撑，也是许多
高校专业建设和学科布局的出发
点。“围绕我省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
文章’，我校面向新兴产业、未来产
业，按产业需求来制定专业。”大连理
工大学教务处处长刘志军介绍，学校

积极推进化学化工、装备制造、运载
等学科集群建设，构建重点突破类、
前沿基础类等五类学科平台，培养一
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主动服务国
家需求和辽宁全面振兴。

近3年，沈阳工业大学新增工业
智能、智能建造等专业，实现传统专
业升级改造。该校教务处相关负责
人说：“今年机械工程学院新增智能
制造工程专业，将培养学生成为能从
事智能制造系统的设计与制造、科技
开发、生产组织管理等工作的研究应
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为通用机
械、机床、飞机、汽车制造等高端制造
业领域，以及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
息领域输送人才。”

紧跟社会需求
有的放矢培养人才

除了与辽宁优势产业发展紧密
相关的专业，我省高校还根据社会实
际需求及时新增相关专业。

聚焦服务健康中国战略需求，教
育部此次新增了足球运动本科专
业。全国共有30所高校获批，沈阳体
育学院、大连大学、辽宁师范大学位
列其中。

沈阳体育学院运动训练学院院
长、足球学院院长崔鲁祥教授介绍，
该校足球运动本科专业课程体系设
置突出技能类实践课程的优势地位，
课程内容设计注重足球运动理论与
实践的有机集合，着力培养理论素养
高、技能水平好、教学能力强、专业视
野宽，未来能在学校、专业运动队、体
育俱乐部等单位胜任足球教学、训练
和竞赛组织等工作的高素质、复合
型、应用型足球专业人才。

另外，辽宁大学新增运动训练本
科专业，大连医科大学新增中医康复
学和康复治疗学专业，辽宁中医药大
学新增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将为健
康辽宁建设储备更多人才资源。

种子是现代农业的“芯片”，此次
专业设置和调整中生物育种技术作

为新专业正式纳入本科专业目录，大
连海洋大学成为我省首个生物育种
技术人才培养的专业点。按照计划，
大连海洋大学2024年拟招收该专业
学生60人。

“开设此专业，我们具有良好的
学科特色和基础。学校拥有国家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省级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中心1个，近年来，先后以
第一完成单位获批海参、海胆、扇贝、
菲律宾蛤仔等6个国审水产新品种。”
大连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院长
丁君教授介绍，该专业将面向粮食安
全重大战略需求，培养水产养殖领域
高层次育种人才和服务于现代水产
养殖种业及地方经济的复合应用型
人才。

坚持需求导向、支持急需紧缺和
新兴专业、推进学科专业交叉融合是
新增专业的大方向。未来，我省高校
将持续瞄准社会需求新变化，有的放
矢培养人才，不断提升全省高等教育
对高质量发展的响应度和支撑力。

风华正茂，青春正盛。 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