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信 息 周 报 
 

2012 年第 6 期 
（总第 37 期） 

党政办公室编                          2012 年 3 月 12 日 

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深入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 

3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时提出，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要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 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安排，确保实现这一目标。深入推进教育体

制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逐步解决考试招生、教育教学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推进学校民主管理，逐步形成制度。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资源配置要向中西

部、农村、边远、民族地区和城市薄弱学校倾斜。继续花大气力推动解决择校、

入园等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农村中小学布局要因地制宜，处理好提高

教育质量和方便孩子们就近上学的关系。办好农村寄宿学校，实施好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加强校车安全管理，确保孩子们的人身安全。加强学前教

育、继续教育和特殊教育，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办好民族教育。高等教育要

提高教育质量和创新能力。完善国家助学制度，逐步将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

覆盖到所有农村学生，扩大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范围。大力发展民办

教育，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各级各类教育领域。 

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引导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

科研力量为企业研发中心服务，更好地实现产学研有机结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

和产业化水平。 

北京高校全面启动“学雷锋行动计划” 

在全国上下大力弘扬雷锋精神之际，北京高校全面启动“学雷锋行动计划”。

3 月 2 日，北京高校举行了“学雷锋行动计划”启动仪式。市委常委、教育工委

书记赵凤桐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淼、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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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刘建、首都文明办副主任卜秀均、市网管办常务副主任佟力强、市委教育工

委副书记唐立军、团市委副书记杨海滨等出席。北京高校师生代表 200余人参加

启动仪式。 

赵凤桐同志在讲话中强调，各高校要深刻认识学雷锋活动的时代内涵和重要

意义，将其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摆上议事日程，大力营造氛围，深入推进实践，强

化制度建设，努力走在全市学雷锋活动的前列。他号召高校师生积极投身全市学

雷锋的潮流之中，大力弘扬雷锋精神，为和谐校园建设和首都精神文明建设作出

贡献。 

“北京高校学雷锋行动计划”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将重点组织

雷锋精神学习研讨、践行、社会志愿服务等工作，并通过表彰先进典型、加强制

度建设等举措，探索建立学雷锋常态化工作机制。 

2012 年北京市教育系统审计工作会议召开 

3 月 5 日，北京市教育系统召开了审计工作大会。市教委主任姜沛民、副主

任郑萼、何劲松出席会议，市审计局教育审计处处长曾晓冬应邀参加会议。本次

大会主要任务是贯彻教育部关于做好 2012年教育审计工作的要求和 2012年市审

计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落实我市“十二五”教育规划和全面完成年度教育改

革与发展的各项任务，着力推进 2012 年首都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强化职能、提

高水平，更好地为实现首都教育科学发展服务。 

会上，市教委副主任何劲松宣读了 2011 年市教育系统受表彰的全国和市级

内部审计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通报。西城区教委主任田京生、我校校长王稼

琼、北京教工休养院院长侯福君分别就各单位 2011 年内部审计工作经验作了大

会交流。 

市教委主任姜沛民作了题为《强化职能，提高水平，进一步加强教育系统内

部审计》的重要讲话。针对 2012 年全市教育审计工作，他重点强调了四项主要

任务：一要着力推进预算执行审计的常态化。二要全面推进大中型建设工程全过

程审计和修缮工程项目审计。三要持续深入地开展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四要

积极探索开展绩效审计。 

市各区县教委、市属高校和市教委直管直属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各级单位

审计、财务、基建部门等部门负责人 240余人出席了本次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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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北京高等学校教学业务会召开 

3月 1日至 2日，2012年北京高等学校教学业务会召开。北京地区各本科院

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主管教学校长和教务处处长，及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会议，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付志峰出席并发表讲话。 

付志峰副主任就新形势下北京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创新突破点进行了分

析，全面解读了《关于进一步提高北京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的主

要任务，重点就进一步明确高校办学定位、加强专业建设、提高学生实践创新能

力、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等问题做出了详细部署。北京市教委高等教育处处长

黄侃对 2012年北京高等学校教学工作进行了专项布置。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等院校领导分别介绍了各自学校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模式的经验和

举措。与会代表展开广泛交流讨论，就今后北京高等教育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形成

诸多共识，并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设性意见。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开题报告会 

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 

3 月 4 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际金融中心法制

环境研究”开题报告会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 

该项目由该校副校长周仲飞教授作为首席专家投标，于 2011年 11月获准立

项，这是该校首获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资助。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是目前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资助项目中层次最高、资助金额最多的科研项目。该项目鼓励跨学科、跨学校、

跨部门和跨地区的合作研究和联合攻关，重视学科交叉和渗透，力争取得具有重

大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标志性成果。承担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

关项目是学校科研实力和学术地位的彰显，也是学者服务社会、参与实践的重要

体现和良好机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章程》修订工作启动 

3月 8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行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章程（试行）》的修

订启动工作讨论会，会议由校党委副书记齐文远教授主持，校法律事务部主任雷

兴虎教授、章程修订工作小组成员参加了会议。 



 4 

雷兴虎介绍了该校章程修订工作的基本情况。该校已于 2006 年 9 月正式公

布现行章程，根据 2012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

等相关文件规定及该校实际，学校决定启动章程的修改工作。为此，学校成立了

章程修订工作领导小组，校长吴汉东教授任组长，校党委副书记齐文远教授、副

校长陈小君教授任副组长。同时成立章程修订工作小组，副校长陈小君教授任组

长、法律事务部主任雷兴虎、副主任吕琳任副组长。小组成员主要由法学学者构

成，同时吸纳了行政管理学专家和学生代表各一名。本次修订工作将进行充分的

宣传和动员，扎实开展调研、起草工作，形成报教育部核准稿，整个工作历时一

年，于 2013年 1月完成。 

齐文远提出四点要求和希望：一是要充分认识章程的修订工作对于学校发展

的里程碑式的意义；二是要加强调研，充分考虑世情、国情、校情的结合，处理

好和上位法的关系；三是要密切配合，分工不分家，资源共享，推进工作；四是

有关部门要做好宣传工作和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北京工商大学金融工程、生物技术专业获教育部审批 

日前，教育部网站公示了《教育部关于公布 2011 年度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

备案或审批结果的通知》（教高[2012]2 号），正式公布了 2011 年度高等学校本科

专业设置备案审批结果。北京工商大学申报的金融工程、生物技术专业获得教育

部审批。至此，该校本科专业增至 47 个。 

江西财经大学王乔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 

获“优秀”鉴定等级 

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结项通知，江西财经大学王乔教授主持的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发挥税收对优化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作用研究》成果已顺利通过专

家鉴定，获得“优秀”等级。 

 

 

 

 

报：校领导、校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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