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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的关键，是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核心。

“十三五”期间，景德镇陶瓷大学
按照《景德镇陶瓷大学省一流学科建
设方案》，以内涵指标为牵引，明确“双
一流”建设工作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引
导“双一流”建设各项任务全面落实。

设计学学科自一流学科建设以
来，主动对接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战略，作为设计学学科盟主单位，带
领江西省设计学提升学科水平，增强
社会服务能力，各方面取得了丰硕成
果：获批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招
标等国家级重大项目 2 项，承担国家
社科基金等国家级项目 15项，获国家
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陶瓷艺术设
计、产品设计等 5 个专业获批国家级
一流本科建设专业。在教育部第四轮
学科评估中为 B+，获批博士后流动
站，2019年软科中国学科排名第七。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在“双一流”
建设期间，内掘潜力，外显特色，强化
内涵发展，《陶瓷固废分类处置与资源
化利用技术及示范》项目获批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共获批国家级项目
31 项（含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
项），超过 100 万元科研经费项目 10
项；获省部级科技奖励 9项，省教学成
果奖 2 项；透水砖、低膨胀耐热陶瓷、
高性能日用细瓷、陶瓷膜等 80余项技
术成功转化；发挥产学研优势，探明
大型细颗粒微晶花岗斑岩矿陶瓷原
料等，学科带来经济效益总计 8 亿元
以上。

美术学学科围绕一流学科建设，
聚焦陶瓷美术学科传统与学术前沿，
加强基础研究，促进应用研究，着力开
展雕塑学、陶瓷艺术设计学及中国画
学等方向的传承研究和创新，近年共
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A类核心期刊
论文 12 篇），出版学术著作 20 余部。
30余个项目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立项，其中包括 5 项国家社科艺术学
项目、7项国家艺术基金项目、20项省
部级项目。获授权发明专利 2 项，外
观专利 100余项。其中“三创合一、艺
工商融合”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与实践项目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其他项目
获得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
奖以上5项。

厚植“泥与火”的艺术 赋能传承与创新
——景德镇陶瓷大学“双一流”建设纪实

陶瓷是中华民族的
文化瑰宝，是我国对外交流的亮丽

名片。新时代，传承千年的陶瓷焕发出璀
璨夺目的光彩，陶瓷文化产业方兴未艾，陶瓷高

校积极助推陶瓷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作为全国唯一一所以陶瓷命名的多科性高等学

府，在与中国陶瓷工业化进程同步发展的百余年征程
中，景德镇陶瓷大学十易校名、四迁校址、四度中断，但始
终坚守“振兴中国陶瓷工业、弘扬中华陶瓷文化”的初心使
命，厚植在陶瓷行业沃土中。

近年来，景德镇陶瓷大学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江西内
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及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
验区建设，全面聚焦高水平本科教育和一流学科专业建
设。该校“设计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美术学”3个学
科是省一流学科，在日前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发

改委发布的《关于公布江西省“十三五”期间“双
一流”建设验收结果的通知》中，这三门学科

顺利通过验收，其中“设计学”验收结
果获评“优秀”。

2019 年，《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
传承创新试验区实施方案》公布，这
一国家战略给古老的景德镇带来了
新机遇，瓷都展现出发展的巨大潜
能。景德镇陶瓷大学抓住这一重大
历史机遇，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

在广泛调研、深度分析省内外
“双一流”建设经验基础上，围绕地区
行业发展需求，突出学科融合创新，
学校将一流学科建设与景德镇国家
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和国
际国内陶瓷行业发展需求相结合。
2020年6月，学校制定《对接景德镇国
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工
作分解任务表》，承担国家试验区“景
德镇陶瓷要素区块链研究基地建设
研究”等任务计 39 项，开创新时代高
水平大学建设新局面。

设计学学科主动对接景德镇国
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的建设，
积极参与陶瓷文化传承创新基地、国
际陶瓷文化交流合作交易中心、陶大
小镇等重要项目的规划和建设；16
项设计成果向景德镇及省内陶瓷企

业转化，产值超2亿元；先后在英国剑
桥大学、希腊亚洲博物馆、法国大皇
宫等重要机构及场所举办高水平陶
瓷艺术作品展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
英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建设国际陶
瓷文化交流中心，为传播中国文化艺
术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通过点金之指，陶瓷能变得坚硬
如铁、可挡子弹，能变得轻柔似木、可
浮水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强
化特色发展，积极对接全国各大产瓷
区、地方政府、企业进行产学研合作，
在培养陶瓷行业人才、推动陶瓷行业
发展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

美术学学科先后在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总部、法国卢浮宫和英国剑桥
等地的博物馆、美术馆等处举办了一
系列陶瓷艺术作品展和研讨会；并且
完成了8项国家艺术基金人才培养和
12 期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
训班项目；先后与景德镇、山西阳泉
等数十个地方政府签订了“校地合作
协议”；在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
创新试验区建设中，广大师生将生活

陶瓷美学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成为景德镇新型文化产业发展
的主力军。

隶属于景德镇陶瓷大学的中国
轻工业陶瓷研究所集设计学科、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科、美术学学科等于一
体，依托国家陶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全国日用陶瓷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和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TC166 秘
书处，积极开展陶瓷产品质量检测、
标准化、信息情报收集等工作，每年
为全国数十家检验机构和 1000 多家
企业提供检验方法的指导和培训。
其归口管理的日用陶瓷标准共 109
项，其中国家标准 50 项，行业标准 59
项 。 作 为 国 际 标 准 化 组 织 ISO/
TC166秘书处唯一中方单位，中国轻
工业陶瓷研究所积极参与指导我国
日用陶瓷行业的发展，力争减少技术
性贸易壁垒，增强我国日用陶瓷产品
的国际竞争力。

不但如此，以学校为责任单位承
担的《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
试验区发展研究》获得2020年度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立项，实现了

学校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上零
的突破，并以此项目强化“中国陶瓷
发展研究院”江西省重点新型智库建
设，对推动学校相关学科建设、人才
团队的培养、服务试验区建设贡献陶
大力量具有重大意义。

作为陶瓷高等学府，景德镇陶瓷
大学以提升陶瓷文化交流合作水平，
拓展陶瓷文化国际传播交流为己任，
办好“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艺术双年
展”，致力打造陶瓷领域的重要国际
性展览，成为汇集当代陶瓷艺术的世
界性高品质平台和盛会。

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
上，景德镇陶瓷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努力打造一流陶瓷专业教育体
系，以更加主动的作为对接国家重
大战略和陶瓷产业发展新需求，为
描绘好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新画
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计 颖）

（图片由景德镇陶瓷大学提供）

作为一所以培养陶瓷人才为特
色的高校，建校 110余年来，景德镇
陶瓷大学基于传统又不囿于传统，
努力推陈出新，担负起陶瓷产业传
承与创新的时代使命。

教学紧密对接产业，学科密切
联系行业。学校重点围绕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凝练学科方向，汇聚
人才队伍，形成了以设计学、材料科
学与工程、美术学等优势特色学科
为龙头的学科之间相互衔接、相互
渗透、相互支撑的大陶瓷学科群。

设计学学科加大对国家日用及
建筑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建设
力度，成立了陶瓷文创产品设计与

学术研究所，全面提升了科研质量
和水平，与中国硅酸盐学会共同创
建“‘CHINA·中国’陶瓷艺术设计
大展”交流平台，推动了陶瓷行业进
步与创新，新增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4个，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1个。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强化特色
发展，积极对接全国各大产瓷区、地
方政府、企业进行产学研合作，在培
养陶瓷行业人才、推动陶瓷行业发
展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2021 年 2 月，学校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院热工团队与高安市
签订了“建筑陶瓷生产使用清洁气
体燃料过程中关键应用技术攻关的

研究与应用”项目，该项目预计每年
可为高安建筑陶瓷基地内企业节约
标准煤26.3万吨，减排二氧化硫5.7
万余吨、氮氧化物排放 1.6 万余吨，
并极大解决酚水、焦油等环境污染
问题，也将解决高安建陶产业发展
的环保瓶颈问题，对高安建陶产业
发展、对整个建陶行业乃至全国所
有用煤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都具有
里程碑意义。

美术学学科坚持传统活化，积极
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肩负着引
领中国陶瓷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使命，
打造陶瓷文化传承与传播创新平台，
推动优秀陶瓷文化视觉传播。

聚焦内涵式发展

奋力推进一流学科建设

走特色发展之路 对接产业需求大力发展特色学科

立足新发展阶段 开创新时代高水平大学建设新局面

20192019年年1212月月，，学校学校第五届创新创业成果展开幕第五届创新创业成果展开幕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学校举行学校举行““迁迁
想妙得想妙得””110110 周年校庆陶瓷艺术周年校庆陶瓷艺术
作品集体创作作品集体创作

20202020年年99月月，，学校江西省陶瓷知识学校江西省陶瓷知识
产权信息中心获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产权信息中心获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

20202020 年年 1010 月月，，首届陶瓷数字文化首届陶瓷数字文化
论坛在学校举行论坛在学校举行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学校举行学校举行““跨越百年的跨越百年的
中国现代陶瓷教育论坛中国现代陶瓷教育论坛””

20212021年年11月月，，学校与景德镇市签订学校与景德镇市签订
““校地创新创业工程校地创新创业工程””战略合作协议战略合作协议

20202020年年88月月，，中国楹联学会与景德中国楹联学会与景德
镇陶瓷大学共建中国楹联馆镇陶瓷大学共建中国楹联馆

3月5日，江西邮储银行
公司信贷余额突破 400亿元
大 关 ，达 400.95 亿 元 。 从
2013 年末的 36 亿元到如今
超 400 亿元，该行公司贷款
余额是 8年前的 11.25倍，且
贷款逾期率和不良率始终为
零。一串串节节攀升的数
字，见证了邮储银行信贷支
持给赣鄱实体经济发展带来
的巨大变化。

“发展公司业务，既是更
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
需要，更是支撑大零售业务
发展的需要。”江西邮储银行
负责人这样说。近年来，该
行抓住服务实体经济牛鼻
子，坚持“脱虚向实”，全力支
持江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国计
民生项目建设。

通过送金融服务上门，
全力以赴支持省委、省政府
大交通建设战略。2014 年
以来，该行累计向省内交通
领域贷款投放超 190 亿元。
在公路方面，参与了修水至
平江、南昌至宁都等 12条高
速公路项目融资，授信金额
超过 130亿元；铁路方面，支
持并授信昌吉赣铁路、赣深
铁路等项目，总金额近 112
亿元；城市轨道方面，授信南
昌轨道交通集团、南昌中铁
穗城轨道交通近 35 亿元。
近年来，该分还全力支持电
力、水利、保障性安居住房建

设等重点领域建设和民生工
程项目。重点支持了国电
投、华能、大唐等一批电力行
业企业，总计授信规模超
115亿元。

公司业务是银行优化业
务结构、提高存贷比、提升资
产收益的重要支撑。江西邮
储银行积极创新公司信贷产
品，近年来创造了多个“第
一”：发放了全省首笔PPP固
定资产贷款、开立了全国邮储
银行首个财政厅外债转贷款
专户、首笔邮政供应商融资项
目落户等。该行服务对象覆
盖面广、领域宽，包括欧菲光、
泰豪科技、华伍制动、三鑫医
疗等一大批省优质制造企
业。截至 2020年底，该行制
造业贷款结余超232亿元，年
净增超31亿元、增长15.42%。

作为银行金融机构，以
绿色信贷支持绿色发展是经
济新常态下稳增长、调结构
的必然选择。该行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绿色金
融业务。不断加大对全省医
药、能源、电子、农业等重点
行业转型升级和市场拓展的
金融服务力度。截至目前，
江西邮储银行在节能环保、
绿色出行等绿色产业的公司
信贷余额为超 111 亿元，占
比达近 30%，为建设富裕美
丽幸福现代化江西贡献了金
融力量。 （钟 嫕 陈 露）

江西邮储银行
公司信贷余额突破400亿元大关

“为了让大家在危急情况时敢救、能救、
会救，去年起我们围绕‘为生命护航’主题，广
泛普及民众心肺复苏技能知识。7 场专题培
训，一共服务了3000余人次，唱响了天使之爱

‘救’在身边……”近日，上栗县首届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如期举行，11 个志
愿服务项目参赛方逐一上台晒做法、讲成效、
谈感受，把全县志愿服务工作推向新的高潮。

开展首届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大
赛，是上栗县推动志愿服务工作常态化、规
范化的重要抓手之一。近年来，该县以建设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为基础，累计
投入 2000 余万元，对全县 10 个乡镇、164 个
行政村（社区）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进行改

造提升，因势利导建立 174 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站），形成了县级为龙头、乡镇为纽带、
村级为前哨的全域覆盖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服务网络。

在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的
基础上，上栗县坚持探索推出“一站多点、五
个模块”的工作模式，引导党员志愿者和社工
人才带头开展抗疫志愿服务、学雷锋志愿服
务、文艺汇演志愿服务、文明创建志愿服务，
全力构建 15 分钟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圈”，引导 200 余支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队伍积极“接单”，常态化开展各类便民志愿
服务活动，全县当爱心志愿者、做群众贴心人
氛围空前浓厚。 （梁紫微 肖 纯） 初春时节，生机勃发。走进上栗县

赤山镇湾里村，高标准农田里机器轰
鸣，30 余名村民正在弯腰耕种。项目
负责人喻代庆介绍说，这里是由萍乡市
农发集团与天涯种业公司联合打造的
育种基地，现已种植“太空豆”1200
亩。公司引入专业技术人才，正在打造
全程可追溯的优质农产品供应链，预计
年产量可达 300吨左右，形成湾里村特
有的农产品品牌和农产品加工产业链。

湾里村是典型的农业山村，也是上

栗县最大的早稻种植基地之一。近年
来，该村在市县两级的政策倾斜、财政倾
斜、信贷支撑下，全力打造“粮心小镇”，
助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大步迈进。
截至目前，湾里带动种植面积在50亩以
上的种粮大户多达20余户，总流转土地
面积达6300余亩。与此同时，该村全力
引进天古食品有限公司等企业，并依托

“探花故里游步道”轴线与幕冲田园综合
体联动发展，全力培育农业精品游、生态
休闲游等新型业态。 （李智航 黄雪娜）

湖心长廊红灯笼高高挂，岸边绿
柳随风摇，湖中惬意泛舟，合作社里体
验农耕农趣，丹勋营地感悟初心……
初春时节，“泉之源”田园综合体魅力
无穷的田园风光，引来游人如织。

从“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嬗
变为乡村振兴示范区、赣湘边旅游集散
地、花炮转型示范点，“泉之源”的变化
源于“党建+”的全方位引领。近年来，

泉塘、水源、达塘三个核心村以新农村
建设资金撬动社会资本，采取“党支
部+运营公司+合作社”的运作方式，把

“泉之源”打造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
打卡地。自开放以来，“泉之源”累计接
待游客70余万人次，带动周边375户农
户受益。农家乐、水上游船、农事体验
等17个产业项目，已为3个村新增集体
经济收入20万元以上。 （钟 杨）

上栗县鸡冠山乡紧扣民生需求，突出抓
好集镇路面改造、绿化建设、亮化提升、环境
整治“四大工程”，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环境，有
效提升集镇功能与群众幸福指数。

该乡坚持将集镇管理与人居环境整治、
“白改黑”工程等相结合，高效完成集镇主干
道路面沥青铺设、管线“上改下”，以及绿化亮

化、污水管网整治。统筹整合机动车、非机动
车停车位，持续开展乱停乱放、乱摆乱设等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公共秩序明显好转。
除此之外，该乡还制作了 3000 余块“门前三
包”责任牌、175块管护公示牌，先后开展环境
卫生清理活动 12 次，推动集镇卫生向“洁净
美”转变。 （柳洁雪 张云峰）

“虽说大伙不靠种田为生，假如都把田
荒着，或毁掉去盖房子，‘饭碗’就会被别人
端走，今后想种粮都无田可耕。县里正在
专项整治占用耕地建房问题，大家千万不
要当作‘耳边风’，到时候经济受损后悔都
来不及……”日前，一场以“保护耕地”为主
题的“屋场贴心会”，在上栗县杨岐乡清溪
村钩形湾的屋场村落里举行，乡村干部用

通俗易懂的乡音俚语，引导村民们增强依
法依规用地、科学春耕备耕的意识。

今年开春以来，上栗县坚持全面落实
耕地保护主体责任，全面启动“耕地保护宣
传月”活动。在县镇两级党委中心组开展
依法用地、节约用地专题学习，邀请省市专
家面向县镇村三级干部专题授课的基础
上，该县以开展送戏下乡、召开“屋场贴心

会”、在人口密集区张贴耕地保护宣传标
语、出动宣传车等方式，因地制宜开展耕地
保护宣传活动。截至目前，全县已组织开
展依法用地专题学习83场次，出动耕地保
护宣传车辆370余批次，累计召开“耕地保
护”专题宣讲活动139场，为开展各类违建
专项整治创造良好条件。

除此之外，该县紧扣“线上线下同频共

振”要求，在县内各互联网宣传矩阵平台开
辟活动专栏，以短视频、图文相结合方式广
泛宣传耕地保护法律法规，精选非法占用耕
地违法行为的处置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并凭
借网络平台开放性强、参与面广的特点，精
选法律条文面向社会公众开展耕地保护网
络知识竞赛，推动耕地保护工作从部门尽责
到人人参与的持续转变。（黎志文 曾紫沐）

抓转型 促跨越 勇争先“栗”争上游 ▲

上栗县“耕地保护宣传月”提升依法用地意识

上栗县志愿服务大赛倡文明新风

赤山镇：水绕湾里耕作忙

上栗镇：“党建+”助推美丽嬗变

鸡冠山乡:特色集镇展新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