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文理学院校长黄伟九：

找准定位，坚持走“产科教”融合之路
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

学校名片
重庆文理学院前身是重庆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和渝州教育学
院，2001 年 5 月，两校合并组建
为渝西学院，2005 年 4 月，更名
为重庆文理学院。学校建有国
家级专家服务基地 1个、重庆市
创新团队（群体）7个、重庆市创
新创业团队 7个、重庆市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1个，拥有3个国家级
科研平台和22个市级科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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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国际权威期刊《Horticul-
ture Research》在线发表了重庆文理学
院生姜基因组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不
仅破解了中国西南地区主栽品种竹根姜
的基因组，还策略组装出竹根姜两套单倍
型高质量基因组，为培育高产、优质生姜
新品种奠定了生物学基础。

“地方应用型院校要走自己的发展之
路，构建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是核
心任务。”近日，重庆文理学院校长黄伟九
接受重庆日报记者专访时说。

谈科技创新
围绕产业建团队，将科技

成果转化收益的80%分配给
成果完成人

重庆日报：学校前身是重庆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和渝州教育学院，在科研方面并
不具备优势，近年来，为何将科技创新作
为重要任务？

黄伟九：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以及高等
教育不断发展，高校早已不是“高高在上”
的象牙塔，而是开始尝试与经济发展和产
业革新紧密结合。2007年，学校便面临

“办什么大学”这一方向性问题，经过3次
本科教学大讨论，以及考察调研后，我们
最终确定了“建设应用型学科、开展应用
型研究、培养应用型人才、建设应用型大
学”的办学定位，确立了实施“顶天立地”
发展战略。

当时，学校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人才
问题，学科建设、科研平台建设及创新方
面的积累基本为零，加上办学经费紧张，
大家搞科研的动力不强，科技创新活力
不足。

鉴于此，我们不断深化内涵建设，围绕
产业建团队，着力在创新团队和科研平台建
设上下功夫：采用长期聘用、项目聘用、柔性
引进等多种方式灵活地引进人才；通过年
薪制、项目薪酬制等建立优绩优酬的人才
评价激励机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探索成
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将科技成果转化收
益的80%分配给成果完成人；建立职称评
聘应用导向机制，破“五唯”，突出发明专
利、横向项目、成果转化等标准。渐渐地，
相关工作便有了起色。

谈人才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重庆日报：科技创新的关键是人才，

人才也是学校发展的核心要素，学校如何
引才留才？

黄伟九：近年来，我们从建立创新人才
的引进、培养、使用、成长、激励等政策机制
入手，进行了几个方面的探索。

一是采取灵活多样的用人政策，不求
所有、但求所用。对于特殊人才，实施“一
事一议、一人一策”。以新材料技术研究团
队为例，我们柔性引进了中国工程院院士
涂铭旌教授（已故）带领学校材料学科发
展，从2008年成立之初的4个人，到现在拥
有高级职称40余人、博士（后）70多名的高
水平科研团队。

二是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集聚人
才。学校围绕国家战略和地方新兴产业，
重点在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新
兴领域积极搭建优质创新创业平台，形成
集聚人才的强大“磁场”。

三是探索多元薪酬体系，待遇留才。
在薪酬分配上，学校采取设置专职科研
岗、实施特聘教授制度和高层次人才岗
位津贴制度等激励机制。对于青年人
才，采用“低职高聘”的方式（每3年评一
轮）进行特聘。比如学校新材料技术研
究团队的郭朝中，虽然他只是讲师，但他
已在SCI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科研水平
很高，于是学校就为其提供特聘二级教授
待遇。

还有，我们加强人才软环境建设，用
心留才，把高层次人才的发展和需要摆在
首要位置，解决人才在安居（住房）、乐业
（实验室）、配偶工作、创新活力等方面的
问题。例如，学校园林与生命科学学院的
李洪雷教授，在选择来重庆时遇到难题：
他夫人是本科学历，达不到学校招聘教师

的条件。后来，学校根据李洪雷夫人的工
作经历和实际科研能力，将其安排在药学
科研团队。虽然不在编，但她可以根据自
己的工作业绩获得相应待遇。

谈产科教融合
高校应用研究一定要为企

业提供可产业化的成熟技术

重庆日报：一流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
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在加强产
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这些方
面，学校有何探索？

黄伟九：学校探索实施了“政产学研
用”五位一体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模式，
努力推进技术产业化。我校已故名誉校
长涂铭旌院士说：高校应用研究一定要走

到能为企业提供可产业化的成熟技术这
一步。因此，我们在抓科技创新工作时，
一直面向地方产业需求，坚持“质量—实
效—贡献”科研成果评价导向，突出发明
专利、标准研制、横向项目、成果转化应用
等标准，坚持走“产科教”融合之路。

这也让学校尝到了甜头。我们自主
研发的抗ED一类新药PDE5抑制剂，先
后获得中国、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等地10
个国家和地区的发明专利授权，并成为重
庆高校首个同时获得中国和美国临床批
文的一类新药。

2019年，学校将PDE5抑制剂一类
新药成果所有权利和权益转让给重庆迪
康尔乐制药有限公司，实现现金收益
3000万元。按照学校成果转化收益分配
相关规定，成果完成人团队获得转化收益
80%即2400万元的现金奖励。

重庆日报：下一步，学校在科技创新
方面还有哪些打算？

黄伟九：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贯
穿学校“十四五”规划和2030年愿景。在
科技创新方面，学校将加快与永川区共建
环重庆文理学院创新生态圈，打造高水平
创业孵化平台，力争建成国家双创示范
基地；在创新靶向药物国家地方联合工
程研究中心基础上，创建创新靶向药物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在微纳米光电材料
与器件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基础上，
创建光电信息材料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此外，我们将坚持走“产科教”融合之路，
加强一流专业和新工科建设，积极探索
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努力提升学生的
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科技创新的关键是人才。对地处永川
的重庆文理学院来说，想要引人、留人，难
度相对更大。怎么办？在采访中，记者感
受最多的是学校的“用心”。

“用心”体现在多个方面，黄伟九校
长给记者讲了几个小故事：学校创新靶
向药物研究团队负责人陈中祝，2013 年
从国外大学博士后毕业后，选择回国工
作时提出一个要求：给他们团队（当时 3
个人）一间500平方米的实验室。对此有
的学校不相信他们能做出成果，然而重
庆文理学院很豪爽地给了团队一层楼

（2000 平方米）；学校引进博士王刚毅远
在山西的母亲生病了，学校人事处处长
陪着他回老家探病；青年人才如博士的
安家费，从 10 年前的 3 万元提高到现在
的 30 万元……就是凭着这样的“用心”，
用事业、待遇、感情留人，重庆文理学院
才汇聚起大批人才，形成强大的科研团
队，科技创新活力大增。

要实现聚八方英才而用，关键还是要
在“用心”吸引、培养、用好上下功夫。只有
这样，才会吸引来和留住更多人才，为重庆
经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 李珩

用“心”留人 激活科技创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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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近
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育协同发展
十大行动计划》公布，川渝两地将围绕优
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等10个方面，推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育协同发展。在
渝高校有何行动？11月9日，重庆日报
记者从重庆文理学院获悉，该校通过牵
头成立地方本科高校人才协同发展中心

等，不断扩大川渝高校间的“朋友圈”，助
力两地高校吸纳和运用人才。

“学校靶向药物团队平台非常好，
具备每2至3年研发一种新药的能力，
研发能力在西部地区处于领先地位。”
冉凯今年从四川大学药学专业博士毕
业，他在今年5月参加由重庆市人社局
和重庆文理学院共同主办的“博士渝行

周”活动中，和女友双双确定来文理学
院工作。

这次“博士渝行周”是成渝高校联合引
进人才的举措之一。除了重庆地区高校参
与此次活动，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大学等成
都地区的高校也参与其中。这些高校统一
发布招聘计划，吸纳人才。

“博士渝行周”一共吸引了来自国内

外的80多名博士参与，最终有60多名博
士选择在此次川渝联手进行招聘的高校
工作。

重庆文理学院人事处处长吴小伟介
绍，去年，重庆文理学院还与四川师范大
学一起，共同发起成立了地方本科高校人
才协同发展中心。该人才协同发展中心
所属的15所川渝地方本科高校，分布在成
都、重庆、自贡、内江、乐山、宜宾、南充、达
州和眉山等10余座城市，学科专业涉及新
能源、新材料、石油天然气、精细化工、冶
金建材、机械电子、生物医药等各大领
域，直接服务近5000万常住人口。

助力成渝高校联合引才

重庆文理学院牵头成立地方本科高校人才协同发展中心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