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批试点院校名单 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实施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
计划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组织高水平高校培养高素
质中小学教师人才。“国优计划”首批试点支持30所“双一
流”建设高校承担培养任务，重庆有两所高校入选，分别是
重庆大学和西南大学。

《意见》提出，从2023年起，国家支持“双一流”建设高
校为代表的高水平高校选拔专业成绩优秀且乐教适教的学
生作为“国优计划”研究生，在强化学科专业课程学习的同
时，系统学习教师教育模块课程（含参加教育实践），为中小
学输送一批教育情怀深厚、专业素养卓越、教学基本功扎实
的优秀教师。“国优计划”首批试点支持30所“双一流”建设
高校承担培养任务。每年每校通过推免遴选不少于30名
优秀理工科应届本科毕业生攻读理学、工学门类研究生或
教育硕士，同时面向在读理学、工学门类的研究生进行二次
遴选，重点为中小学培养一批研究生层次高素质科学类课
程教师。

《意见》明确，“国优计划”有两种选拔方式。一是推免
选拔，具备高校推免资格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向试点高校提
出申请，经考查合格可通过推免方式被录取为“国优计划”
研究生，攻读学术学位或专业学位研究生。二是在读研究
生二次遴选，试点高校面向非教育类研究生进行二次遴选，

结合学生专业课成绩和面试等综合考查学生从教潜质，按
照“优中选优，严格规范”的原则，遴选“国优计划”研究生。

“国优计划”培养高校通过自主培养或者与师范院校联
合培养的方式，为“国优计划”研究生系统开设教师教育模
块课程，包括不少于18学分的教育学、心理学、中小学课程
教学、科学技术史等内容，以及不少于8学分的教育实践，
强化师范生专业素养培养与教学基本功训练。

鼓励高水平高校面向全体在读学生普遍开设教师教育
选修课程。“国优计划”研究生在本科阶段选修教师教育课
程所获的学分可计入“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相关模块课程
学分。攻读非教育类研究生学位且修完教育模块课程的

“国优计划”研究生，通过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答辩，毕业
时同时获得教育硕士学位证书。

“国优计划”研究生将享受免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认定取得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政策，修完规定学分可参照
教育类研究生免试认定相关规定，按程序申领中小学教师
资格证书。此外，还将探索建立“双一流”建设高校与优质
中小学的“订单”培养合作关系，支持优质中小学与“国优计
划”研究生签订“订单”培养协议。“订单”培养的“国优计划”
研究生毕业后，按协议约定到相关中小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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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部分
内容如下：

法新社记者：中国国防部长本周将赴俄罗斯出席国际
会议并访问白俄罗斯，该访问对中国有何重要意义？另有
官员称，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于10月访华，发言人能否提
供更多信息？

汪文斌：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已经
发布了消息，你可以查阅。关于第二个问题，中俄两国元首
一直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战略沟通，议题丰富全面。双方高
层交往有序开展，就两国合作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交
流。双方将继续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推动中俄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北京日报》记者：据报道，8 月 13 日，巴基斯坦瓜达

尔港发生针对中方工程师的袭击事件。中方能否介绍
具体情况？目前是否有中方人员受伤？对此事件有何
评论？

汪文斌：8月13日，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中方项目车队
遭受路边炸弹袭击和枪击，没有造成中国公民伤亡。中
方强烈谴责这一恐怖主义行径，已要求巴方严惩凶手，采
取措施确保中国公民人身安全。中国驻巴使领馆已第一
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提醒当地中国公民、企业和项目施工
单位提高警惕，升级安保举措，密切关注安全形势，防范
安全风险，确保安全。中方将继续同巴方一道，共同防范
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切实保护在巴中方人员、机构和项
目安全。任何妄图破坏中巴友谊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
图谋都绝不会得逞。

据红星新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于10月访华？外交部回应

在重庆中药研究所标本制作室，标本制作人员正忙碌
地制作中药标本。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件标本的制作需
要经过采集原植物、用草纸压实5到6遍、在工作台上用线
固定、贴上标签、覆上硫酸纸等多个步骤，最后扫描上传至
信息管理系统。目前所内收录的标本信息有30万余条。
标本上会注明中药学名、采集地点、日期、资源类型等多种
信息。每一件标本拥有自己唯一的采集号，通过采集号可
在重庆中药资源信息管理平台上查找到对应信息，实现了
中医药材的信息化管理。

重庆是全国主要道地药材产区之一，中药材种植在推
动特色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建设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
用。针对我市中药资源家底不清、各地盲目跟风种植、药材
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近年来，市中药研究院开展了中药资
源调查保护及利用相关工作，积极探索出一条发挥中药资
源研究优势服务推动产业发展的创新之路。

10余年努力
实地调查掌握全市中药资源一手资料

冬虫夏草研究所所长瞿显友向记者介绍，通过地理信
息和历史标本等相关文献资料、向中药种植当地询问以及
实地考察等方式为线索，市中药研究院每年会组织科研团
队安排半年时间实地调研当地优势药材种植情况。

市中药研究院历经10余年努力，在重庆直辖以来首次
完成了全市中药资源普查工作，全面掌握了重庆中药资源
家底。查清重庆市药用植物共219科1162属4069种，发

现新物种12种、新分布24种。研究成果“重庆市中药资源
调查与多维评价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获得2021年度重庆
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主编《中国中药资源大典·重庆卷》列
入国家重点出版规划并正式出版，成为一部重庆中药资源
研究、保护与利用的学术巨著，在国内中药学术界和产业界
产生了重大影响。

信息化数据化
资源信息平台为决策与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2022年，重庆市中药研究院自行定制开发了重庆市中

药资源信息共享平台。该平台面向政府、企业与中药种植
农户，向他们提供各类中药材的相关信息数据，目前平台收
录的中药信息数量达200万余条，实现了重庆市中医药材
种植地的全覆盖。

平台系统分为药用植物信息管理系统、中药区划系统、
动态监测系统、种质资源信息系统、民族药资源系统、标本
管理系统与成果展示系统。使用者可以通过药材适应性区
划图轻松得知重庆市中药资源的空间分布以及药材适宜生
长的气候环境，为政府决策、中药资源评估与当地中药材规
划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积极转化
全力服务我市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科技团队常年服务于重庆及周边省市中药材主产区
县，年均培训中药材技术人员3000人次以上，并与国内10
余个省区市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
技交流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在全面摸清我市中药资源家
底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中药种植、产品开发、新药评价、质量
分析检测等科技服务。据瞿显友介绍，为方便农户与企业
了解市场，重庆市中药研究院在石柱县建立中药资源动态
监测站，注册了“石柱黄连”公众号，安排专门人员在基地采
集信息，发布上市与成交货量、价格区间、客商结构与行情
趋势等信息，至少一周一采。

科技服务成果斐然，近五年累计签订企业委托项目合
同416项、总经费达7881万元，先后培育道地药材新品种
30余个，技术支撑中药材种植基地建设50余万亩，直接服
务企业290家，带动企业产值增长4亿多元。除重庆市外，
扶贫的其他地区还包括四川省凉山州普格县、贵州省毕节
市大方县、云南省会泽县、湖北省利川市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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