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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重庆市共建重庆大学国家卓越
工程师学院，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工程
领域“本—硕—博”贯通培养新范式。

◉持续提速建设重庆大学科学中
心、超瞬态实验大科学装置，全面启动嘉
陵江实验室、明月湖实验室、前沿技术交
叉研究院等建设。

◉面向科技前沿，前瞻性布局量子
材料与器件、先进电能源化学、生物建
造、人工智能+等前沿交叉研究平台以及

量子物质、未来芯片、智能与网联超算等
高端公共实验平台。

◉实施“战略研究与重大任务”专项
行动，提升大平台汇聚大团队、承担大任
务、产出大成果的综合能力。

◉持续探索“学校—市场”科技成果
双向转化模式，促进“创新链-产业链-
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全力服务国
家和地方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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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我国塑造高质量

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提供了科学指引。

重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决心不言而

喻。从“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到

“416”科技创新布局，一系列目标任务，

都指向要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

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加快形成现代

化新重庆的新质生产力。

高校是助力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的

重要力量。

作为“双一流”建设高校，重庆大学

始终秉承1936年第二任校长胡庶华先生

谱写的校歌里提出的“复兴民族誓作前

锋”的重大精神，以“扎根巴渝大地、服务

重庆发展”为己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充分发挥“全国党建工作示范高校”引领

作用，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推动实

施时代新人铸魂工程，紧紧围绕教育、科

技、人才“三位一体”战略部署，全力推动

一流学科建设持续突破、自主创新能力

显著增强、高水平人才加快涌现，全面服

务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为重庆乃至全国

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高质量科研成果支

撑和高素质创新人才支撑，奋力谱写“百

年新重大”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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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而攀
优化学科专业“深度匹配”发展所需

健康中国战略以及建设新医科的大背景
下，许多高端专业人才的“输出终端”都与生命
科学领域有着密切关联。

民之所需，行之所至。为更好满足人民生
命健康需求，2018年6月，重庆大学恢复成立医
学院并组建医学部，高起点建设医学学科，新增
附属人民医院、附属肿瘤医院、附属三峡医院等
8家附属医院，在为重庆百姓健康保驾护航中按
下学科建设快进键。2022年获批“临床医学”
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并在肿瘤学、神经生
物学、急救与创伤医学等研究领域形成了一定
的学科特色和优势。

“迎接新质生产力给学科专业布局带来的
新挑战，高校应以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
强化自身特色优势为导向，优化学科专业人才
培养类型结构、培养层次、规模结构，建设国家
与社会发展急需的学科专业，适应新时代的迫
切需要。”学校相关负责人说。

以谋长远、重内涵、强质量为指针，重庆大
学以“强化工科、夯实理科、振兴文科、繁荣社
科、拓展医科、提升信科、推动交叉”为学科建设
总体思路。以所长服务所需，以行动回应所盼，
学校凝练出智能制造、智慧能源、智能零碳等

“人工智能+”学科方向，通过布局新能源及储能
科学与工程、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与技术等新兴
交叉学科专业和量子材料与器件、跨尺度多孔
材料、先进电能源化学等前沿交叉学科平台，着
力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各学科解决重大科学
问题或现实问题的能力显著提升。

瞄准“服务大局”，原始创新研究蓄势待发。
重庆大学于2020年启动“基础理科卓越行

动计划”“基础文科振兴行动计划”，2021年获
批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西南理论物理中
心，2022年获批成立重庆量子物理基础学科研
究中心，围绕物质深层次结构、凝聚态物理、纳
米前沿、物态调控等科学前沿问题开展前瞻性
和引领性基础研究。2023年2月，重庆大学数
学研究中心开始实体化运行，汇聚了一批国家
级人才，聚焦国际数学基础前沿研究。

迈向“世界一流”，优势学科实力稳步提升。
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中，重庆大学机械、

电气、土木等学科始终保持强大的发展动力和
竞争优势，在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
作用凸显。以土木工程学科为例，积极面向三
峡库区安全、新能源建设等重大需求，聚焦高性
能结构体系、桥梁与山区路基路面工程、特殊岩
土力学与山区岩土工程、工程动力灾变与安全
防控、智能建造与运维等六大领域开展创新研
究，为纵深推进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贡献智慧和
力量。

分类推进学科优化调整，打造一流学科高
峰，持续推进传统工科现代化改造。重庆大学
学科建设成效突出，在第三方评价中的表现度
持续提升：工程学进入ESI全球前万分之一，另
有材料科学和化学2个学科进入前千分之一、
12个学科进入前百分之一。9个学科进入软科
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全球前50，学校工科水平整
体进入世界一流。

向新求变
强化科技攻关以服务地方为“聚焦点”

依山而建，跨江而立，重庆各种供给管道纵

横交错、纷繁复杂，主要依托人工巡检难度极
高，重庆大学科研团队研发的“高相干窄线宽激
光器”科技成果助力超精密智能感知。

巫山脆李不仅是“中华名果”，更是当地民
众致富增收的“金果果”。然而，采摘后的脆李
保鲜期只有4—5天，重庆大学科研团队主动为

其提供了无偿科技服务——自主设计研制的空
气放电自由基果蔬保鲜系统，让脆李的保鲜时
间提升到14天。

服务城市发展，助力乡村振兴。重庆大学
不仅有暖人心的生动案例，更有沉甸甸的科技
含量。去年7月，2022年度重庆市科学技术奖
获奖名单公布，100项成果获奖中，重庆大学获
一等奖10项，二等奖8项，占全市一等奖数量的
40%，在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促进科技进步等
方面为重庆科技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

“教育支撑国家战略，首先要找到服务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的突破口和聚焦点。”在扎根重庆
办好世界一流高校的征程中，学校充分发挥大
学学科、人才、科研等综合优势，持续深度融入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
设、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腹地建
设。

去年底，由重庆大学牵头的重庆市首个大
科学装置“超瞬态实验装置”预研项目主体结构
正式封顶，标志着该项目有了阶段性进展。学
校其他平台建设亦如火如荼，高起点建设嘉陵
江实验室、明月湖实验室、前沿技术交叉研究院
等，大力支持重庆大学数学中心等建设，推动国
家重大任务接续布局、高端创新平台集群成
势。推进5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实体化运行，新
增非线性分析数学与应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
3个教育部创新平台，提速量子物质、未来芯片
等高端公共实验平台建设，持续提升学科公共
平台综合服务能力。

科研平台加速建设同时，主动服务姿态也
更加积极。

据悉，重庆大学牵头发起成立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高校联盟，与重庆相关区县协同打造
环重庆大学创新生态圈，共建先进技术研究院、
产业技术研究院、新型储能材料与装备研究院
等。依托相关优势学科，与重庆璧山、铜梁、綦
江，四川遂宁、德阳、广安等地区的重点企业共
建新型高端研发机构和产业化平台22个，有效
支撑成渝地区锂电、齿轮、储能、健康等产业升
级。

破解成果转化难题，重庆大学大力实施“头
部企业”工程，与国家电网、中建集团、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等20余
家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实体新型高端
研发机构。推进成果转移转化，依托国家知识
产权示范高校等，组建技术转移研究院，打造从
培育、孵化到产业化全链条的三级联动服务体
系。近两年，全校转化科技成果150余项，转化
金额达2亿元，吸引社会投资超10亿元。以先
进制造领域为例，光电学院教授团队技术成果
通过转化应用于企业，带动数千万社会融资，企
业估值超5亿元，推动芯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
级，促进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建设大平台、承担大任务、作出大贡献。重
庆大学切实担当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的重要使命，努力在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中

担当作为，作出一流大学应有的积极贡献。

向新育才
高质量人才供给为新质生产力“强内力”

从建校第一天起，重庆大学就把人才放在
最重要的位置，把培养人才、汇聚人才作为学校
最核心的职能，以培养造就“行业精英、国家栋
梁”为己任，已为国家和社会培养输送了以杰出
校友任正非为代表的40余万名高素质人才。

无论哪个时代，人才都是国家发展的重要
基石。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大学加快构建高质
量教育体系，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全面
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不断为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提供高质量人才供给。2023年，重庆大学
获批国家储能技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作为学
校又一个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基地，为培养国
家急需的储能领域高层次创新人才，推动储能
技术产业发展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重大
力量”。

2022年8月，重庆大学作为西南地区唯一
高校（首批10所高校）入选国家卓越工程师学
院建设单位，着力打造“人才培养创新、技术创
新、产业创新”三位一体、在全国具有示范引领
效应的国家级卓越工程师培养“样板间”。

近2年，重庆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披
星戴月步履不停，依托学校与企业的全国重点
实验室、工程中心等科研平台资源，建造车联
网、先进机器人、储能技术等８个主题实验室，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累计招收智慧能源、人工智
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13个方向的工程硕
士、博士研究生411人，形成“企业出题、高校答
题、校企联合攻关”的良好局面，让“样板间”走
向“示范间”。

加快创新型人才培养，赋能新质生产力发
展。重庆大学打造一流本科教育，全面推动创
新型人才的培养，推进“通识教育+专业教育+
创新创业教育”的深度融合。成立弘深书院、彭
桓武书院、博雅书院，深入实施强基计划、拔尖
计划，推进本硕博贯通培养，探索长周期一体化
培养模式，为国家培养基础学科拔尖人才。深
化工程教育改革，创建“学科交叉、跨界融合、多

元设计、个性发展”的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创
造了被誉为我国新工科教育的“重大经验”，推
动人才要素真正转化为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澎湃动力。2023年，学校牵头获国家级教学成
果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7项。

在人才引育上，重庆大学坚持真心爱才、悉
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原则，积极营造“近
悦远来”的人才发展氛围，构建起四层次七类别
人才引育双塔。

着眼服务国家战略，对标新重庆建设需要，
重庆大学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核心战略。围绕国
家战略需求和重庆市“416”科技创新布局、

“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瞄准“卡脖子”等
关键和前沿领域，突出“高精尖缺”，依托国家重
大人才项目、“渝跃行动”、新重庆引才计划，大
力培养和引进高水平人才，为发展新质生产力
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2023年，刘汉龙教授当
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年新增各类国家级人
才52人。

顶尖人才领衔组建团队，打造世界级研发
中心；杰出人才积极作为，建设高能级科技创新
平台；青年人才表现踊跃，在科研一线挑大梁当
主角。学校人才事业蓬勃发展的环境氛围愈发
浓烈。

在人才输送上，学校与市经信委、市教委、
市人社局等各级各部门一起，积极开展“满天
星”软件人才招聘、“百万英才兴重庆”等活动，
促进毕业生留渝就业。学校每年近40%毕业生
扎根重庆，近5年共1.7万余名本硕博毕业生留
渝干事创业，为山城的经济繁荣贡献着重大人
的热情、智慧和才华。

嘉陵江畔红岩巍峨正气连日月，复兴路上
壮志激荡雄心满山河。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
75周年，也是重庆大学建校95周年。新征程赋
予新使命，新起点呼唤新担当，重庆大学将进一
步增强“国家队”意识，勇担“国家队”使命，聚焦

“双一流”建设，同心同德、踔厉奋发，以“办教
育、兴科技、育人才”的生动实践，奋力绘就“百
年新重大”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冯超
图片由重庆大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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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首个大科学装置——“超瞬态实验装置”效果图

拥有95年办学历史的重庆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