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交通大学校长唐伯明：

加强产学研合作
科技成果60%以上直接服务工程实践

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 实习生 龚清扬

学校名片

重庆交通大学是一所由重庆市和交通运

输部共建的交通特色鲜明、以工为主的多科性

大学。学校始于1951年创建的西南交通专科

学校。1960年，组建重庆交通学院，2006年，

更名为重庆交通大学，目前设有 19 个学院

（部），开办64个普通本科专业，有13个国家一

流专业，土木工程、水利工程、交通运输工程等

是学校传统优势学科,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

授权点4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6个。

走进在渝高校校长系列访谈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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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前，记者曾经
前往珠海，采访参与港
珠澳大桥建设的重庆
建设者。

港珠澳大桥举世
瞩目，它的总设计师，
就是重庆交大 1978 级
校友孟凡超。

不仅如此，在港
珠澳大桥的海底隧道
建设、沉管制造、吊塔
安 装 等 多 个 重 要 环
节，也闪现着重庆交
大校友忙碌的身影。
比如，港珠澳大桥长
达 6.7 公里的海底隧
道，承担其沉管制造
和安装任务的中交二
航局重庆分公司建设
团队，其中很多人就
毕业于重庆交大，他
们在距珠海上百公里
的牛头岛上，一待就
是七年。

可见，高校建设不
能局限于对一流学科
和专业的打造，还应注
重培养塑造学生的精
气神和意志品质。

从建校至今，从
新生入学的“开学第
一课”到毕业前的“最
后一课”，“明德行远、
交通天下”的校训精
神以及“甘当路石、进
无止境”的奋斗精神，
已然成为重庆交大人
身上的“标签”。在为
学生上好专业课的同
时，注重引导学生走
好 人 生 的“ 路 ”和

“桥”。重庆交大这一
点尤为可贵，也发人
深省！

李星婷

“川藏公路因沿途险峻绝美的
风光让人们心向往之，你们知不知
道，我们学校便因川藏公路而生，它
的修筑史是老一辈重庆交大人的奋
斗史、创业史，也是一代代重庆交大
人的使命与担当！”前不久，在重庆
交通大学（以下简称重庆交大）科学
城校区，校长唐伯明为6000余名新
生上了“开学第一课”。

为什么要给新生讲办学历史和
渊源？在新时代，重庆交大如何为
国家、地方经济建设作出新贡献？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该校校
长唐伯明。

培养什么样的人？

高层次人才必须具有创新
思维，能担任重要课程的教学，
要有独立的科研能力

重庆日报：每年开学，在新生的
“开学第一课”上，您都会给他们讲
述重庆交大发展历史？

唐伯明：是的。我坚持给新生
讲“开学第一课”已经10多年了，就
是希望他们不要忘记作为交大人肩
负的责任。1951年，新中国百废待
兴，为建设川藏公路，邓小平领导
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在重庆设
立西南交通专科学校，她就是重庆
交通大学的前身。

重庆交大的首任校长穰明德是
川藏公路筑路司令部的政委，在他
的带领下，修建成了目前被称为中
国最美的公路——从四川雅安到西
藏拉萨的318国道。2014年，习近
平总书记就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
车60周年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弘扬

“两路”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
族团结），助推西藏发展。其中，甘
做“铺路石”的精神就是学校的文脉
所在。

重庆日报：今年是重庆交大建
校70周年，70年来学校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吧？

唐伯明：70 年来，学校为国育
才 20 余万人，他们集中在交通领
域，在西部就业的比例超过 60%。
师高弟子强。“十三五”期间，学校
每年投入人才引进专项经费5000
万元左右，依托3个国家级平台和
41个省部级科技创新平台的“虹吸
效应”，汇集了李应红、王光谦、杜
彦良等30余名在国内外有重大影
响的院士、专家及其领衔的团队，
每年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数量在100
名左右。

重庆日报：提到“高层次人才”，
在您看来什么样的人算是“高层次
人才”？如何培养有创新精神和创
造力的学生？

唐伯明：我个人认为，高层次人
才必须具有创新思维，能担任重要
课程的教学，要有独立的科研能
力。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方面，我

们想了很多办法，例如邀请工程界
的校友、大师走进校园——比如港
珠澳大桥的总设计师孟凡超，讲中
国的工程创新实践；设立创新工
厂、创新创业园区等，给大学生提
供创新空间和实践，启发创新思
维。我们还以研究生为主体，跨学
科、跨专业组织了一个“无止桥”社
会实践团队。从 2009 年至今，重
庆交大学生在云贵川的山区修建
人行小桥17座，不仅锻炼了他们的
实践能力，还让他们主动承担起应
尽的义务。

如何培养？

倡导“交通+艺术”，培养既
懂交通又懂艺术的复合型人才

重庆日报：近年来，重庆交大积
极探索“交通+艺术”人才培养新模
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唐伯明：我们尝试开展“交通+
艺术”教学探索已有10来年。社会
飞速发展，科技创新层出不穷，设计
师必须与时俱进。“交通+艺术”是当
前中国交通行业及公路、桥梁建设
等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是不可
缺失的方向之一。它不是做简单加
减法，而是二者融为一体，因此既懂
交通又懂艺术的复合型人才是必然
需求。

倡导“交通+艺术”，让重大工程
成为经典，成为品牌，需要让未来的
工程师对美的追求成为自发的修养
和品质。可喜的是，在最近两届世
界大学生桥梁设计大赛中，我们的
学生连续两次获得一等奖，这些作
品都非常有美学意蕴。

重庆日报：重庆交大的“十四
五”规划是怎样的？

唐伯明：“十四五”期间，学校将
依托国家级、省部级重点科研平台，
聚焦重点领域建设国家级创新团队
2-3个，建设省部级创新团队25个。

着力实施融入西部（重庆）科学
城建设的“1231”行动计划，即建设1
个“大交通科学园”；持续提升山区
桥梁及隧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和国家内河航道整治工程技术中

心 2个国家级平台的创新能级和水
平；做好面向西部（重庆）科学城、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综合交通规
划、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凝练攻坚
重大科研项目等3个领域的服务；建
设大型试验场、研究基地、检测基
地、实训基地和孵化基地一体融合
的1个山区综合智能交通国家技术
创新中心，努力在国家、地方经济建
设中作出应有贡献。

同时，学校将围绕智能建造、
智慧交通、生态环保3个重点领域，
实施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培育计
划，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
创新。

如何转化科技成果？

聚焦大工程，发挥国家级
平台创新引领优势

重庆日报：去年，学校的山区桥
梁及隧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获批
建成，这对学校有着怎样的影响？

唐伯明：聚焦大工程，发挥国家
级平台创新引领作用是学校的办学
特色。山区桥梁及隧道工程国家重
点实验室由国家杰青、长江学者周
建庭教授领衔进行建设，团队自主
研发了国际领先的桥梁结构环境和
隧道工程试验平台，在大跨拱桥、特
长隧道领域的研究处于世界一流水
平，实验室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二等奖10项。

特别是2019年，该实验室牵头
完成的“公路桥梁检测新技术研发
与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实
现我国对桥梁内在病害精准、量化、
无损检测的技术引领，在10余省市
的36座大跨桥梁和1359座中小跨
径桥梁上得到成功应用。

此外，我们的国家内河航道整
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正在做国家
重大工程科研项目三峡水运新通
道关键技术研究；学校还参与了川
藏铁路建设中特大桥的科技攻关
等。近年来，学校已先后与校外合
作单位共建 300 余个产学研合作
基地，科技成果60%以上直接服务
工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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