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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付孔夫差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赣南师范大学坐落在赣鄙大地南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江西省域副中心城市一一赣州
市 。自 1958年建校以来，始终以立德树人为己任，扎根赣南、砾而奋进，大力推进内涵发展、
创新发展、特色发展、和谐发展，走出了一条"立足红土地办学、用苏区精神盲人、为苏区振
兴服务、做苏区精神传人"的办学盲人之路 。近年来，学校获批2个国家级科研平台、荣获2项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评第一届"全国文明校园"......教育部本科教学审核评估专家组评价学
校"是一所特色鲜明、前景良好的区域性优秀师范大学"。

学校坚持"以本为本"，建有国家特色专业、国家精品课程、教育部专业综合改革项目、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盲人项目等一大批国家级、省部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 。学生屡获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政剧"梅花奖"、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全国师范院校师
范生教学技能大赛特等奖等省级以上竞赛奖励;连续9年应邀参演"五月的鲜花"全国大学生
校园文艺会演 。办学60余年来，学校为国家和社会输送了 16万余名具有"信念坚定、作风扎
实、专业过硬、勇于开拓、甘于奉献"苏区精神特质的红色传人，涌现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
优秀教师、国家杰青、长江学者、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等大批优秀人才 。

学校有 1个省一流学科和4个省级重点学科(其中 1个省高校高水平学科 ) ，建有2个国家级
科研平台和14个省级科研平台、3个省级 "2011协同创新中心"\ 1个"中美柑桶黄龙病联合实
验室"、1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 1个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创办了全国高校首个专门研究红色
文化的学术刊物 《红色文化学刊》。学校教师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 。近五年，学校承担
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1000余项，在 <<Science >> <<Nature >> 等国际高水平期刊上发表论文多
篇，获江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40余项，在中央苏区史、客家文化、脐橙
工程技术、血吸虫病防治新技术、稀土镇合金功能材料等研究领域形成了显著特色。

走进新时代，矢志奋斗的赣师人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大力弘扬伟大的苏区精神和赣师人特
有的"精气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争创一流、进位赶超，深入实施品牌立校、科研兴
校、人才强校、依法治校四大战略，全面推进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为
建设区域领先、省内前列、全国同类院校知名的有特色高水平综合性师范大学而奋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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