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师范学院院长蔡家林：

教育要与新时代同频共振
培养新时代需要的创新人才

重庆日报记者 匡丽娜

学校名片
长江师范学院由 1931 年成

立的涪陵县立师范学校发展而

来，立足“一山两江”，服务“一区

两群”，打造成以“新师范”为主

体、“新工科”“新文科”为两翼的

办学格局，发展为学科门类齐全、

文理基础扎实、教师教育优势突

出的应用型大学。现有专任教师

1300余人，其中正高职称178人，

博士学位教师469人。近年来，

学校坚持“举师范旗、走应用路、

创特色牌”的办学宗旨，加快应用

型高水平师范大学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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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研制的榨菜新品种结束了重庆等
地海拔1000米以上不能种植榨菜的历
史；她解决了重庆市页岩气开采、传输对
智能感知技术的关键共性硬件需求问
题；短短5年，她获得国家自科基金立项
43项、国家社科基金立项53项。她就是
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的长江师范学院。

一个地方院校为何有如此强大的
科研动力和实力？对成渝地区建设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
创新中心，长江师范学院有怎样的思
考和行动？带着疑问，10月 25日，重
庆日报记者采访了长江师范学院院长
蔡家林。

为什么师范学院要设新工科、学院？
对接重庆支柱产业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向应用
型高校转变

重庆日报：提起师范院校，人们往
往认为就是培养教师的学校。但是，近
年来长江师范学院为何组建了包括现
代农业与生物工程学院等好几个新工
科学院？

蔡家林：近年来，我们坚持“举师范
旗、走应用路、创特色牌”的办学道路，发
展为一所多学科、应用型的师范大学。

目前学校共有59个专业，师范专
业只有 13 个；工科专业有 21 个，占
35%。特别是近年来，学校先后建设
了一批新工科学院。比如，组建了机
器人工程学院，发展“机器人工程”“智
能制造”等新工科专业；组建了大数据
与智能工程学院，开设“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专业。

重庆日报：学校为什么这样做呢？
怕不怕别人说学校“不务正业”？

蔡家林：学校组建新的学院、设置
新工科专业，就是要培养更多具有创新
能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型
人才。而且，开办工科专业也是学校向
应用型转变的必然选择。

我们从 2009 年开始探索地方应
用型高校发展道路，如今，学校形成了
以“新师范”为主体、“新工科”“新文
科”为两翼的专业布局，对接重庆支柱
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构
建了“教育科学与教师教育、生物工程
与现代农业、信息科学与装备制造”等

6大学科专业集群，着力提升学校服务
地方产业的能力水平。

如何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结束重庆等西南地区3月

下旬至4月上旬无鲜嫩榨菜上
市的历史

重庆日报：作为一所市属院校，长
江师范学院在服务和推动重庆地方经
济发展方面有怎样的思考和实践？

蔡家林：这是我们非常重视的工
作。学校联合相关科研机构，建立了

“长江上游龙眼荔枝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打造“贵妃荔枝”特色品牌，为涪陵
抢占长江上游龙眼荔枝产业的中心位
置、核心地位贡献力量。

此外，学校位于榨菜之乡——重庆
涪陵。我们研制的榨菜新品种结束了
重庆等地海拔1000米以上地区不能种
植榨菜、重庆等西南地区3月下旬至4
月上旬无鲜嫩榨菜上市的历史。

重庆日报：您是想说，长师的创新
发展都是与地方经济紧密联系的？

蔡家林：是的。例如，我们学校与
中石化重庆涪陵页岩气勘探开发有限
公司共建“页岩气产业创新研究院”，共
同研发关键技术，形成页岩气勘探和开
发领域的科技优势。

此外，现代中医药产业是涪陵的三大

支柱产业之一，我们与重庆市中药研究
院、太极集团涪陵制药厂等单位合作，共
建了“中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推动涪陵
中医药产业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学校还联合华晨鑫源汽车等重点
制造企业，依托国内知名科研院所，共
建“装备制造与新材料创新研究院”，推
进重庆汽车产业集群式、规模化、高品
质发展。

怎样培养新时代需要的创新人才？
实行个性化培养，每年有

近60%的学生选择留在重庆

重庆日报：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人才是关键，长江师范学院如

何培养时代需要的创新人才？
蔡家林：教育要与新时代同频共

振，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此，学校
在人次培养形式和方法上做了新尝试。

譬如，探索建设卓越实验班，实行个
性化培养；组织学生参加科学研究项目
训练，培养他们的科研兴趣和学术精
神。依托“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中心”，
开展创新创业技能培训；推动涪陵环长
江师范学院创新创业生态圈建设，促进
优势学科与涪陵及周边区县重点产业的
深度融合。

这些举措成效显著，近5年，学校获
得国家自科基金立项43项、国家社科基
金立项53项。目前学校有在校生2.3万
余名，今年有5800余名学生毕业，有近
60%留在重庆，毕业生的就业率近几年
都在94%左右，在重庆高校中位居前
列。他们中还涌现出党的十八大代表
周晓琳、十九大代表石君等一大批各行
各业精英人才。

重庆日报：作为“一区”连接、辐射
“两群”战略支点的唯一本科院校，长江
师范学院如何定位未来的发展？

蔡家林：长江师范学院将坚持师范
性、教学型、地方性、应用型的办学定
位，聚焦一个目标（增列为硕士学位授
予单位），强化两大特色（师范性、应用
型），实施八大工程（思政导航、学科引
领、教学提质、人才提升、校园靓化、开
放赋能、治理增效、民生保障），力争到
2025年，建成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和
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高层次人才培
养基地、高水平科研基地、科技成果转
化基地，稳居全国师范院校排名50强，
跻身西部地方师范院校前列。

长江师范学院似乎并不“高大上”，
但是，她依然备受关注。

她关心民生，研制的榨菜新品种有
了更长的“上市期”；她精研技术，解决了
重庆市页岩气相关技术的关键共性硬件
需求问题；她清楚自己的短板、明白自己
的优势，对自己有清晰的定位——大胆
开设新工科建设，坚持师范性、教学型、

地方性、应用型的办学特色。既不妄自
菲薄，也不夜郎自大。不追求花架子，一
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事情。

长江师范学院不断发掘自身潜力，结合
当地产业发展需求，稳步调整专业设置方
向，使人才更加高效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有所作为、有所不为。这或许就是她的
成功之道，也是她的智慧所在。 匡丽娜

清晰定位“小块头”也有“大智慧”

记者手记

蔡家林。 重庆日报记者 龙帆 摄

（上接01版）
此外，作为本届英才大会的重要活动

之一，由市教委牵头承办的重庆市与高水
平大学合作创新发展研讨会将于11月20
日下午举行。市教委副主任邓沁泉介绍，
我市已经向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20
余所高水平大学发出邀请，各高校回应积
极。目前，出席研讨会的嘉宾已经基本确
定，会议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中。

邀近20名市内外科技企
业家探讨新经济新技术

在2021重庆英才大会期间，市科
技局将承办科技企业家峰会，市科技局
副局长许志鹏介绍，峰会以“抒写科技
自立自强的企业篇章”为主题，将邀请
近20名市内外科技企业家齐聚一堂，
围绕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经济、新技术
与科技人才等话题进行分享、访谈和互
动对话，为我市科技企业人才高质量发
展提供有益参考。

许志鹏谈到，此次参会嘉宾主要来
自3大领域，一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
新材料为代表的前沿技术领域，二是以
新能源汽车、装备制造为代表的智能制

造领域，三是以生物医药、生命健康为代
表的大健康领域。

推动人才交流，人社部门
还将推出两场重磅活动

市人力社保局副局长何振国介
绍，2021 重庆英才大会期间，还将围
绕推动人才交流、区域人才协同发展，
主办“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英才论坛
和高技能人才发展论坛·2021新职业
主题活动。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英才论坛
以“智汇绿色发展，共创美好未来”为
主题，邀请两院院士、国内知名专家学
者，围绕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探讨新
观点新思想，分享重庆绿色发展案例，
擘画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新未
来。

“高技能人才发展论坛·2021新职
业主题活动”则是通过展出、颁奖、授牌、
发布、签约、研讨等形式，突显重庆职业
技能建设工作“四新”方向，包括展出“新
职业”、宣传“新技能”、发布“新趋势”、研
讨“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