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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0日在京召开“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工作经验交流

会”，国务委员陈至立出席会议并讲话。陈至立在讲话中强

调，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认识，不断提高对

口支援工作的质量和效益，推动对口支援工作再上新的台阶

，努力实现高等教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陈至立指出，

进一步加强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工作，要紧密结合西

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要切实把重点放到提高质量上来

；要广泛采用信息技术，推进教育信息化；要为西部地区培

养留得住、下得去、用得上的人才。她要求教育部、支援高

校和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要切实把对口支援工作当作一件大事

来抓，一要建立起对口支援工作的长效机制，采取多种形式

，开展内容丰富的支援工作；二要及时总结和交流工作经验

，建立管理和奖励机制，使对口支援工作长期坚持下去，并

不断推动对口支援工作向深入发展。 教育部部长周济也在会

上讲话，他总结了5年来对口支援工作取得的成绩，部署了下

一步的工作。 据了解，几年来，支援与受援高校签订了各种

协议170多份；支援高校派出教师达520多人次，赠送教学科

研仪器设备2500余台，价值1300余万元，图书18万余册，各类

软件价值1亿多元；支援高校与受援高校互相选派干部到对方

挂职锻炼140多人次；支援高校在受援高校举办文化交流、报



告会、讲座等720多次，支援高校接收了受援高校保送的大批

硕士、博士研究生和1000多人次的进修、访问学者及短期培

训；支援高校与受援高校双方还共同合作承担了一批省部级

以上科研项目。 通过对口支援工作及其带动作用，受援高校

的师资队伍建设得到明显加强，办学水平明显提高，学科建

设和科学研究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扩大了国际视野，增强

了国际交流的能力，管理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会议还表彰

了一批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西藏大学、贵州大学、宁夏大学和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教育厅等6个学校和单位在会议开幕式上作了经验

交流发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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