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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
的“扩大高水平地方高校建设试
点”，丁晓东进一步解释说，今
年，上海将进一步统筹推进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上海除
了继续支持在沪部属高校建设
一流大学，对于地方高校也将加
大力度。

目前，上海科技大学从建设
伊始就已经是按照先进体制建
设的一所大学，本身目标就是建
设高水平的一流的大学。在此
基础上，2016年，上海大学作为
首批唯一试点单位开展深化高

校改革建设地方高水平大学试
点工作，同时，下放办学自主权。

“主要还是在人、财、物方
面。”丁晓东举例说，在用人方面
下放人事聘用权、职称评审，特别
是职称结构比例方面，要给予一
定的宽松，还要鼓励其自身进行
分配制度改革。同时，在高水平
大学建设过程中给予相应的财政
支持，保证它建设成一流大学。

“新一轮的高校建设就是
‘双一流’建设，地方高校双一流
建设中，我们要统筹推进，推进
的目标就是先从下放自主权开

始，来促进高校建设一流。”丁晓
东透露，上海大学已经率先试点
这个过程，今年上海还要再选择
3 所左右市属高校进行试点工
作，“会参照上海大学的做法来
深化教育改革，建设高水平地方
高校。”据称，学校已经选好，现
在尚未对外公布。

“高水平地方高校建设从放
权开始，要进一步落实高校办学自
主权。”丁晓东说，现在正在总结上
海大学的经验。权力下放学校要
能用，要用得好，一旦适合推广的，
就将推广到其他高校。

市人大代表、市教委副主任丁晓东：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地方高校建设试点

今年或选3所高校开展深化改革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市人大代表、上海
大学党委书记罗宏杰昨天在接
受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自
2016年作为首批唯一试点单位
开展深化高校改革建设地方高
水平大学试点工作以来，上海大
学把综合改革作为重中之重的
任务，以创建一流本科教育作为
学校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指导原
则和重点工作，扎实推进深改试
点各项工作。

与悉尼科技大学推出
两校教授联聘工作机制

千方百计加大国际合作力
度，千方百计吸引人才、培养人
才，其实是一流大学建设的核心
问题。国际化方面，上海大学推
出了一个联聘制的做法。目前
的一个试点，是与澳大利亚悉尼
科技大学共同选拔教授，一段时
间在上海大学工作，又一段时间
则在悉尼科技大学。“他既是上
海大学的教授，又是对方高校的
教授。该机制一经推出，特别是
在有留学背景的华人教师中产
生了很好的影响。”在罗宏杰看
来，此举的最大好处是始终保持
自己与世界一流大学保持“同频
共振”。

据悉，去年，通过联聘工作
机制一共选拔出了6名教授，其
效应体现在上海大学对人才的
吸引力大大增加，水平也大大提
升。举例来说，一名青年放弃了
北京一所非常知名的大学而来
到了上大，原因之一，就是看中
联聘机制能给他提供更好的国

际化工作平台和氛围。“有了人
才，就能对学校、人才培养有所
贡献。”罗宏杰说道。

罗宏杰强调，引进人才的第
一条要求就是上课上得好不好，

“希望他们带来新的理念，开辟
新课程，甚至是改变授课方式，
在此基础上，他们的研究也会产
生效应。“我相信，这些改革效应
将在两三年内通过对上海的贡
献逐步凸显出来。”罗宏杰对此
颇有信心。

大部制、学部制改革
将进一步深化推进

在自身的制度方面，学校内
部包括现代大学管理制度和自
身管理改革理念和实践也正在
悄然发生变化。

上海大学此后在这方面做
了两件事——实行大部制、学
部制改革。推进大部制改革，
是基于学生发展需求重构相应
的机关部门科室和工作流程。
其中，党政办的组建，实际上拉
开了上海大学实行大部制改革
的序幕。

直白来说，上大党办、校办
原有处级干部14人，撤销党办、
校办，成立党政办后，实现第一
阶段目标——减成 9 人。相应
的，党政办人员编制从52人暂时
减少为31人，经后续工作后再确
定最终定岗、定编。与之类似，
去年，组织部和人事处也撤销
了，合并成立了组织人事处。今
年，计划继续推进几个。

“未来，上海大学学部的建
设和改革还将进一步推进。”罗
宏杰说道。

上海大学党委书记罗宏杰：

改革效应将在两三年内凸显

参照上海大学，今年，申城将再选约3所高校开展深化高校改革建设地方
高水平大学试点工作。同时，进一步落实地方高校办学自主权。市人大代表、
市教委副主任丁晓东昨天在人代会现场接受青年报专访时披露这一消息。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市人大代表丁晓东（右）接受青年报记者专访。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青年报记者 范彦萍 郭颖
陈颖婕 郦亮

本报讯 昨天，市政协十二
届五次会议专题会议在市委党
校举行，市领导围绕市委、市政
府重点工作，听取政协委员意见
建议，与大家一起交流讨论。

上海要在收入待遇等方面
摒弃人才标签的影响

在“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专题会议中，多位委员不约而
同地提到了科创人才队伍的建设。

“上海要在收入待遇、晋升
等方面摒弃人才标签的影响。”
市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机械
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安琦建议，
要对科研人员的创新性、实际价
值进行评价，从而让有真才实学
的科技工作者得到应有的待遇。

市政协委员、上海理工大学
副校长刘平则提出要推动科研
编制改革。“目前高校的科技人
员几乎大部分都是专任教师，而
专职科研人员只占非常少的部
分，现行制度对教师转向专职科
研起到反向积极作用，几乎没有
教师愿意完全脱离教学岗位，去
做一个科研编制人员。”

自贸区内需加大文化休闲
体育和生活配套设施

在昨天的“坚持‘大胆试、大
胆闯、自主改’深化自贸试验区
建设和改革系统集成”的专题会
议上，市政协委员、上海大学社
会学院教授陆小聪表示，自贸区
内用地性质转变的问题一直受
到外界的关注。“自贸区自挂牌
以来，土地规划中主要是工业用
地，而随着企业大量入驻，人口
的增加，区域内文化体育休闲等

配套设施跟不上。”
陆小聪在现场举了一个案

例，在外高桥地区，目前除学校外，
还没有一个公共的文化设施。他
建议，在自贸区领域除了生产性，
非生产性的文化休闲体育和生活
设施也要加大开放力度。

上海垃圾分类还存在瓶颈
要建立多种监督机制

在昨天举行的《持续加大补
短板力度，着力提升社会治理和
依法治市的水平》专题中，多位
委员提到了垃圾分类和交通大
整治的问题。

“上海的垃圾分类已经深入
人心，但仍遇到一些瓶颈。”市政
协委员曹艳春表示，绿色账户积
分兑换小礼品对居民已经没有
太大的吸引力，部分试点的小区
分类的垃圾桶也成了摆设。

曹艳春提议，关于垃圾分类

减量处置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建立多种监督机制，加强民主监
督，提高垃圾分类的层次。“是否
能够由副市长亲自督促垃圾分类
的工作管理，层层实施责任制，并
建立垃圾分类的监督机制。”

在去年的专题会议上率先
提出交通整治概念的市政协委
员骆新表示，“这次交通整治的
结果挺好，但为何很多决策明明
初衷是好的，结果可能引来争议
呢？”他表示，数据的来源不能仅
仅靠行政管理部门来获得，应该
更多靠社会组织和社会服务机
构来提供。“我认为更多的活动
不宜由政府来发起。有很多服
务可由专业的社会组织去做，更
好地符合民众的需求。”

不要在课堂简单说教
让德育课与戏剧艺术结合

在昨天举行的“弘扬城市精

神，彰显城市文化品格”专题会
议中。市政协常委、中国福利会
儿童艺术剧院院长、艺术总监蔡
金萍提到了孩子的德育教育。

“建议采用戏剧的形式上德育
课，这种比课堂里简单说教更有
意义。我们鼓励学校多来看儿
童剧目演出，也鼓励我们的院团
多走进学校，实现文教融合。”

市政协委员、中华艺术宫
（上海美术馆）副馆长李磊则建
议，在每年11月份形成上海美
术周。上海有34家公立、民营美
术馆，十几家拍卖行是可以经营
美术作品的，有500多家画廊，既
有美术品经营的单位，又有场地
做展览。这样的资源日常都在
运作，10 月份是上海国际艺术
节。“假如通过政府引导，形成统
一要求，统一宣传，统一品牌，便
可以相对轻松地把资源整合起
来打造一道城市风景。”

“留人才”“补短板”政协委员广开思路建言献策
政协委员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