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中國新聞A15

2019年9月17日（星期二）

20192019年年99月月1717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19年9月17日（星期二）■責任編輯：葉格子 ■版面設計：美術部

延延110110年年西部文脈西部文脈
一步一腳印邁綠洲一步一腳印邁綠洲

蘭州大學校慶：誓建世界一流大學

基本科學指標數據庫（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簡稱ESI）是基於
全球12,000多種學術期刊的1,000多
萬條文獻記錄而建立的計量分析數據
庫，是全球公認的衡量科學研究績效
的基本分析評價工具。根據最新的
ESI學科排名，蘭州大學有12個學科
位居全球前百分之一，位居全球高校
500強，其中，化學位居全球前千分
之一，進入全球前50名。

設智庫研究院撐「帶路」
這所被國際學術界認為中國「最被

低估」的大學，還有很多隱形技能不被
外人所了解。任繼周院士團隊率先提出
「藏糧於草」，推動中國從傳統「耕地
農業」向「糧草兼顧」新農業轉型升
級。陳熙萌團隊承擔的嫦娥四號軟着陸
關鍵裝置，為首次實現人類航天器在月
球背面軟着陸和巡視探測「保駕護
航」。鄭炳林教授圍繞敦煌、絲綢之路
開展的研究，改變了國際上「敦煌在中

國，敦煌學在國外」的認知。
進入新時代，蘭州大學堅持「頂天

立地」科研觀，主動融入國家發展戰
略，主動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推
動將西部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上
升為國家戰略甚至國際科學問題。在
國家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蘭州
大學牽頭搭建包括五大洲27個國家
173所大學在內的「一帶一路」高校
聯盟，組建「一帶一路」研究中心等
一批新型智庫，成立祁連山研究院等
一系列交叉研究機構，為國家戰略提
供智力支持。
結合區位自然稟賦和獨特歷史沉

澱，蘭州大學不僅深度參與國家子午
工程研究、引力波研究，亦加入第二
次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太極計劃
和泛第三極研究等國家行動。蘭州大
學黨委書記袁占亭總結指出：「蘭州
大學是一所令人尊敬的大學，也是一
所投入產出比很高的大學。國家有戰
略，地方有需要，我們就有落實。」

學術研究蜚聲海外
主動服務國家戰略

1909年9月17日，《甘肅教
育官報》載：「甘肅官立法政

學堂成立」。中國西北第一所具有現代意義
的高等專科學校就此誕生。此後數年，蘭州
大學始終為人才流失、生源質量、經費來源

所困，正是有一代代老校長們的堅守和智
慧，才為蘭州大學成為名校打下堅實基礎。

從清末到民國，社會動盪，西部辦學條件
艱苦，甘肅法政學堂數易其名，從甘肅公立
法政專門學校、蘭州中山大學、甘肅大學、
省立甘肅學院到國立甘肅學院，1946年3月
國民政府行政院例會任命辛樹幟為國立蘭州
大學校長後，蘭州大學名稱沿用至今。

多名學者遠赴西北任教
辛樹幟擔任校長期間，首次提出要把蘭州大

學辦成西北高等教育的首府，創建起擁有文學
院、法學院、理學院、醫學院和獸醫學院的國
立蘭州大學，不論在院系設置、師資力量、招
生規模，還是辦學條件等方面都實現了歷史性
跨越。蘭州大學當時流傳着這樣的歌謠：「辛
校長辦學有三寶，圖書、儀器、顧頡老（指以
顧頡剛為首的一批名教授）。」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在國家號召
下，朱子清、鄭國錩、劉有成、陳耀祖、段
一士、徐躬耦、葉開沅、李吉均等一批著名
學者不遠千里，遠赴西北到蘭大任教。1959
年著名教育家江隆基任蘭州大學校長，在任
七年間，建立了以教學和科研為中心的教育
體系，保護、引進一批學術人才和科研項
目，也確立蘭州大學日後的優勢學科，將學
校帶入「黃金時代」。

1978年，曾任清華大學黨委第一副書記的
劉冰離開了工作22年的清華大學，出任蘭大
黨委書記兼校長。任職五年期間，他積極落
實知識分子政策、改善辦學條件，特別是開
全國之先河，採用民主推薦的方法，給「文
革」後的蘭州大學配備了十分優秀的領導班
子，讓蘭州大學辦學迅速步入正軌。

蘭州大學校友、中國勞動關係學院院長劉
向兵表示，劉冰老校長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
的紅色教育家的優秀代表，他對待高等教育
和對待知識分子的理念與舉措，使清華大學
和蘭州大學在特殊時期培養大量棟樑之才。

 & 會澤百家 至公天下

「蘭州大學學生是騎着駱
駝上學麼？」這個來

自網絡最火追問卻道出西部辦
學條件的艱苦與艱辛，面對大
家對學校的誤解，蘭大人並無
過多解釋，而是製作「駱駝駕
駛證」，表達對學校深沉的熱
愛，駱駝也成為了蘭大人心靈
圖騰。有位哲人曾說，駱駝有
兩種精神：一是相信沙漠彼岸
是綠洲；二是一步一個腳印，
走向希望的綠洲。駱駝從來不
在沙漠裡奔跑，因為奔跑會讓
牠迅速死亡，所以駱駝不求捷
徑，堅持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向
綠洲。

12位校友當選院士
駱駝是西部的沙漠之舟，蘭州大學是西部的教育之舟。自誕生之日起，蘭大
就抱着奮鬥為國家的信仰，一代代蘭大人秉持「板凳甘坐十年冷」的信念，用
腳步丈量西北大地，耐住寂寞，抵住誘惑，一步一腳印，交出了令人滿意的成
績單。據統計，蘭州大學在恢復高考後培養的12名本科畢業校友當選兩院院
士，列全國高校第六；109名校友成為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居全國
高校第八。兩大學術界「硬核」榜單讓蘭州大學在網上圈粉無數，有網友感
歎：「蘭大令人敬佩。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
教書育人需要綿綿用力，久久為功，多年來蘭州大學重視本科教育，幫助學
生繫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教授走上講台為本科生授課是蘭州大學的「硬規
矩」。正是老師們扎根西部的言傳身教，影響了50%蘭大畢業生自願選擇留在
西部，博士在西部地區的就業比例高達70%。不僅如此，蘭州大學每年招收的
本科生、研究生中，西部十二省區市的生源接近50%；每年招收的農村生源達
到50%以上；經濟困難學生約佔30%。蘭州大學校長嚴純華指出：「這就是蘭
州大學對國家、對民族、對西部廣袤土地所作出的獨有貢獻。」

學生學習晝夜不息
西北有高樓，遺世而獨立。蘭州大學雖地處西北邊陲，但並沒有阻擋蘭大學
子的求索之路。地理位置是劣勢亦是優勢，正因為外界誘惑不多，無論夜晚來
臨或是黎明初至，圖書館、自習室、樹蔭旁都有學子學習身影。蘭州大學學風
扎實，師生不迷信天資，不依賴客觀條件，不企圖在學習上走捷徑，將西部地
區特有的黃土、大漠、冰川、敦煌、絲路等特有資源都開闢成了研究的沃土。
在蘭大校園內矗立有兩塊罕見的祁連山冰川擦痕石， 一塊上書「冰川漂
礫」，一塊鐫刻中國著名地學家李吉均院士的座右銘：「讀萬卷書窮通世理，
行萬里路明德親民」。自1956年進入蘭大，李吉均扎根西部六十餘年，提出
地學領域的「青藏運動」、「黃河運動」等諸多概念，先後培養出秦大河、姚
檀棟、陳發虎三位中國科學院院士。李吉均、秦大河、效存德師生三代勇闖地
球三極——青藏高原、南極和北極的故事也成為美談。
從獲封最孤獨大學到因「駱駝駕駛證」而變成「網紅」大學，校長嚴純華坦

言：「在奮鬥中，奮鬥者是幸福的。蘭大並不孤獨、也不委屈，這是蘭大人的
精神。蘭大發展原因在於國家找回了我們，我們找到了自己。」
2017年9月，蘭州大學入選「雙一流」建設高校名單（A類），化學、大氣

科學、生態學、草學4個一流學科入選「雙一流」學科建設名單，建設世界一
流大學成為了蘭大發展的新目標。守山河、開新路，蘭州大學再續新輝煌。

從1909年萃英門至公堂走來，蘭州大學在9月17日迎來110周

年校慶。這座地處中國西部的高等學府，在校園最醒目的位置建

設校友廣場，立起校友牆，將37萬多校友名字鐫刻進40,150天的

校史長河中，傳承「自強不息，獨樹一幟」的家國情懷。110年來

蘭州大學篳路藍縷，勇擔西部教育先鋒，培養學子無數；新時代

的蘭州大學再立目標，誓在祖國西部建設一所中國特色世界一流

大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羅洪嘯蘭州報道

■■ 蘭州大學蘭州大學
博士畢業生在博士畢業生在
校門口慶祝畢校門口慶祝畢
業業。。
蘭州大學供圖蘭州大學供圖

■ 校友們紛紛
回到蘭州大學
共慶建校 110
周年。

香港文匯報
記者羅洪嘯攝

■蘭州大學前身甘肅公立法政專門學校法律
別科畢業生在至公堂前合影留念。

蘭州大學供圖

■ 2019 年 6
月 23 日，蘭
州大學第二次
青藏高原科學
考察隊出征。
蘭州大學供圖

一度傳言「離開蘭州大學的老師，可以再建一
所蘭州大學」，人才的流失曾讓蘭州大學扼腕歎
息。在反思人才政策後，2016年起蘭州大學主
動改革人才保障機制，全球廣納賢才。2018年
蘭大校領導6次赴美國、加拿大、德國、日本等
地延攬人才。
丹麥科技大學核技術中心終身教授侯小琳就是

海外招聘引入的賢才。他是丹麥第一位華人教
授，半生的事業與家庭都在國外，卻義無反顧於
2018年加盟蘭州大學核學院，傾力組織搭建核
燃料循環與材料方向的特色研究平台。
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北京大學教授
賀金生2018年加入蘭州大學，任草地農業生態
系統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賀金生說：「實驗室
有多個野外台站，這是獲取一手數據、做出一流
成果的保障。在這裡做研究接地氣。」不僅如
此，蘭州大學還引進了一批德才兼備的院長，提
升學校管理水平。
校長嚴純華說：「我們千萬不能『引來女婿、

氣走兒子』，蘭州大學對待人才始終把『穩、
培、引』結合在一起。」他認為，大學吸引人才
首先比拚的就是服務，引進重點人才，一定要把
錢用在刀刃上。青年人願意把自己一生所學奉獻
給國家，學校就應給他們體面和尊重。

改革人才制度 廣納全球賢才

■■「「駱駝駕駛證駱駝駕駛證」」成為成為蘭州大學最受歡迎的蘭州大學最受歡迎的
文創紀念品文創紀念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羅洪嘯香港文匯報記者羅洪嘯攝攝

一一、、學生情況學生情況

在校本科生在校本科生 1919,,826826人人

碩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 1010,,452452人人

博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22,,442442人人

教學科研人員教學科研人員 22,,303303人人

在站博士後在站博士後 169169人人

二二、、雄厚師資雄厚師資

兩院院士兩院院士 1818人人

「「萬人計劃萬人計劃」」領領軍人才軍人才 1414人人

「「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特聘教授聘教授 1818人人

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 2323人人

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 1212人人

「「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青年學者青年學者 44人人

國家優秀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國家優秀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 2424人人

三三、、國際學術聲譽國際學術聲譽（（20192019年數據年數據））

ESIESI全球前全球前11%%學科學科：：化學化學、、物理學物理學、、
材料學材料學、、地球科學地球科學、、植物動物學植物動物學、、數數
學學、、工程學工程學、、生物和生物化學生物和生物化學、、環境環境
和生態學和生態學、、臨床醫學臨床醫學、、藥物和毒理藥物和毒理
學學、、農業科學農業科學

全球自然指數排名居全球高校全球自然指數排名居全球高校第第9191
位位，，國內高校國內高校第第1717位位

整理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洪嘯羅洪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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