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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秋柱，太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郑强，

山西省政府办公厅信息办主任李天照，

副厅长马骏，山西省工信厅党组成员、

孙宏斌等出席会议。来自全国31个省、

余所高校的800多位嘉宾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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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直辖市50余所高校的书记、校长和300

管培俊作题为“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助力高质量发展”的主旨报告时指出，振兴

中西部高等教育要做到三个“必须”。第一，必须准确把握历史方位。要深刻认识到我
j

国高等教育的体量规模、地位作用、结构类型、环境格局已发生显著变化，中西部高等

旺1

教育发展的主线和建设目标是适应新发展格局，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第二，必须

直面新的挑战。近年来，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政策支持和财政扶持力度不断加大，人才队

伍建设水平逐步提高，特色发展积极推进，已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效，但相较东部地区，

中西部高等教育在服务支撑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加大办学经费投入，育引高端人才，

提升学科竞争力、科技创新力等方面仍有较大发展空间。第三，必须深化改革、双向发

力。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要在推动多方协同支持，深化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

推进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强化中西部高校综合改革及高等教育数字化建设等方面迈出

更大步伐。24位专家学者围绕高校数字化建设创新与发展相关议题作主题报告。

]

回

1．学会会长杜玉波出席会议。2．山西省政府党组成
员、副省长吴伟出席会议。5．山西省教育厅党组书记，

厅长李秋柱致辞。4．太原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副
校长孙宏斌致辞。5．学会副会长管培俊作主旨报告。

6．学会监事长孙维杰主持开幕式。7．学会副会长、
秘书长姜恩来出席会议。8．太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
郑强作主旨报告。9．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育
部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邬大

光作主旨报告。1 0．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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