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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泰峰省长考察南京中医药大学与澳大利亚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合作共建的中医孔子学院并见证 

“江苏-维多利亚中医药中心”合作备忘录签署 
 

2017 年 3 月 23 日，

江苏省省长石泰峰一行

专程前往南京中医药大

学与澳大利亚皇家墨尔

本理工大学合作共建的

中医孔子学院进行考察

访问。江苏省政府秘书长

王奇、澳大利亚维多利亚

州 政 府 副 秘 书 长 Jay 

Meek、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学术委员会主席黑沃德教授及南京中医药大

学校长胡刚教授等参加了本次访问考察。据悉，此行是石泰峰省长一行

在维州访问期间唯一考察行程。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学术委员会主席黑沃德教授主持访问活动，代

表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对石泰峰省长、王奇秘书长和胡刚校长及代表团

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概况、大学对中医孔子

学院的重视及对其在当地所开展的中医药相关教学和文化活动的支持，

同时也表示非常珍惜和重视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和南京中医药大学在中

医药专业领域二十多年的合作。  

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胡刚教授在致辞中表示，今年是江苏省与维多

利亚州建立友好省州 38 周年，也是南京中医药大学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

学开展合作与交流 25 周年。江苏省政府与维州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共同努

力，推动了两校的教育合作与交流，首开我国与西方正规大学合作开展

中医学历教育先河，也直接推动和促成了中医在澳大利亚的立法。自2010

年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医孔子学院揭牌至今，中医孔子学院把中医药学同

汉语教学相融合，为澳大利亚民众开启了一扇了解中国文化新的窗口，

石泰峰省长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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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两国人民心灵沟通、增进传统友好搭起了一座新的桥梁，也成为

两校、两省州中医药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和纽带。《江苏—维多利亚中医

药中心合作备忘录》的签署及推进建立，就是在此平台上两校合作、两

省州合作新的创举，标志着在江苏省政府、维州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

南京中医药大学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药合作发展掀开了新的历史

性的一页。两校的合作在两省州的持续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必将在更高

水平上形成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不断推动中医药内涵优势发展、特色

发展,创建国际品牌，彰显中医药特色优势，促进中澳两国人民共享中医

药健康福祉。 

江苏省省长石泰峰发表讲话指出，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作为澳大利

亚知名学府，与南京中医药大学合作历史悠久。早在 1993 年两校就合作

开办中医学专业，首开我国与西方高等院校合作举办中医学学历教育之

先河。2010 年，两校合作共建中医孔子学院，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其揭

牌。承载着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希望的中医孔子学院，不仅标志着两校合

作新的起点，也是江苏和维州友好合作关系新的内涵。成立至今近 7 年

来，中医孔子学院不负众望，各项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院立足于

中医专业特色进行汉语国际推广和中国文化传播，将中医哲学思想、中 

 

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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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知识融入教学活动中；结合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教学环境和澳大

利亚的国情，面向本校师生和社区民众开展不同层级的常规汉语言及中

医特色汉语教学；结合丰富多彩的中医药文化活动、中医药传统体验和

中医科研，为推广中医和中华文化、推动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筑桥铺

路、搭建平台。中医孔子学院所取得的成就和维州政府对中医发展的重

视和支持以及为中医推广和发展营造的良好环境密不可分。维州政府早

在 1998 年就开始立法管理中医，维州议会于 2000 年通过《中医药管理

法》，成为西方国家第一部中医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

式上说，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

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

钥匙，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

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今天，两校将共同签署《江苏—维多利亚中医药

中心合作备忘录》，江苏省对江苏—维多利亚中医药中心的建设也将给予

大力的支持。希望两校在江苏、维州两省州政府的支持下共同努力，将

江苏—维多利亚中医药中心早日建成、早日发挥作用，从而开创两省州

合作新的篇章。 

在当晚举行的“维

州江苏日”签字仪式活

动中，在江苏省省长石

泰峰和维多利亚州州长

安德鲁斯的共同见证

下，南京中医药大学校

长胡刚教授和皇家墨尔

本 理 工 大 学 副 校 长

Andrew MacIntyre 教授

共同签署了《江苏—维多利亚中医药中心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后，石

泰峰省长专门接见了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副校长Andrew MacIntyre教授

并表示，江苏省政府一定会全力支持江苏—维多利亚中医药中心建设，

让江苏省和维州人民共享中医药健康福祉。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签字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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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医药大学获批增设中医养生学和 

医学信息工程专业 
 

近日，教育部下发了《教育部关于公布 2016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教高[2017]2 号），根据通知公布的备

案和审批结果，南京中医药大学申报的“中医养生学”和“医学信息工

程”专业获得教育部批准设立，标志着学校专业建设取得新的突破。 

为做好此次专业申报工作，校领导高度重视，进行了广泛调研和指

导。申报专业所在学院和有关职能部门认真落实相关任务，积极做好专

业申报和论证各环节的材料编撰和信息整合，为申报工作的顺利开展提

供了有力保证。  

此次获批的中医养生学专业是教育部首次批准开办的新专业，教育

部高教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非常重视此专业开办工作，曾就此专业开

办在南京中医药大学专门召开了专家论证会。在高等中医药院校设置中

医养生学专业符合大卫生、大健康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是解决当前存

在的人民健康养生需求与健康养生专业人才匮乏矛盾的有力措施。医学

信息工程专业的设置契合中医药健康服务信息化发展的时代潮流，是培

养适应医疗领域智能化、个性化、便捷化发展新趋势的专门人才的具体

举措。  

此次两个新专业的成功申报，是南京中医药大学在中医药传统学科

专业基础上，优化专业结构，加强与现代科学的交叉渗透，紧跟国家大

健康发展战略，适应互联网+健康潮流的重要举措。学校将按照上级部门

的有关要求，完善新增专业培养目标和建设重点，细化人才培养方案，

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使学校专业建设更上一层楼，为创建“国

际著名、国内一流”的中医药大学贡献力量。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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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医药大学以“四个坚持” 

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新学期开学以来，南京中医药大学通过研究制定学校 2017 年度党政

工作要点、开展院系级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全校党支部书

记培训、评选最佳党日活动和党建工作创新项目等一系列举措，继续巩

固拓展提升“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成果，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以优化组织体系为基础，坚持全覆盖。以筹备校内基层党组织集中

换届为契机，论证基层党组织优化设置工作，为“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

提供组织保证；注重以上率下、示范带头，对校、院两级领导干部参加

中心组学习、过双重组织生活进行严格考勤管理；强化分类指导，由相

关院系与各附属医院、教学医院主动对接，以灵活方式安排临床实习学

生党员参加所在医院党组织的党内生活。 

以加强制度建设为保障，坚持常态化。启动校内党建规章制度梳理

与废改立工作，进一步压实各基层党组织的党建主体责任；以加强党员

日常教育管理和“三会一课”为基本内容，全力推进标准化党支部建设，

并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纳入干部培训、党支部书记培训、发展对象

培训、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的基本内容，长期坚持、形成常态。 

以激发基层活力为亮点，坚持重创新。强化问题导向，选准中医药

院校党建创新的着眼点和切入点，启动实施基层党组织党日活动和党建

创新品牌提升工程；在校本部及两所直属附属医院持续推进“一支部一

特色，一支部一典型”创建工作，充分调动党支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 

以抓党建促发展为落脚点，坚持求实效。以学促做，知行合一，以

“两学一做”助推学校事业改革发展，聚焦高水平中医药大学和一流学

科的建设目标，深入组织落实“人才强校、质量兴校”战略，激励广大

党员在学校改革发展中当先锋、树标杆、创佳绩。 

（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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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新闻交流中心记者团来南京中医药大学参观交流 
 

3 月 24 日上午，由来自非洲 27 国的 27 名主流媒体记者组成的中非

新闻交流中心记者团参观访问了南京中医药大学，校党委王长青副书记、

副校长对非洲记者团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王书记在欢迎致辞中表示，

开展中医药国际文化交流对提升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国际影响力、服务国

家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在校团委的精心组织与安排下，记者团欣赏了南京中医药大学师生

精心准备的八段锦、五禽戏等传统养生功法表演，并亲身体验了中医推

拿、中药香囊制作、品味药茶等一系列中医药文化交流活动。形式多样

的特色项目，让非洲记者们领略了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感受到中医

药文化的博大精深。 

访问期间，非洲记者们还参观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

苏省中医院）针灸和推拿病房、中药房等，观摩并亲身体验了针灸、推

拿等中医传统特色项目。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南京中医药大学成功举办“百校联动仙林行” 

2017 届毕业生春季专场招聘会 
 

3 月 25 日上午，“百校

联动仙林行” 2017 届毕业

生春季专场招聘会在南京

中医药大学仙林校区体育

馆成功举行。此次招聘会

由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

导服务中心和南京中医药

大学共同主办，吸引了来

自北京、天津、上海、浙 招聘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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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广东、江苏、山东、安徽、四川、河北、河南、山西、辽宁等 13 个

省、市的 267 家用人单位到场选贤纳才，参会单位数量又创新高。其中

医疗卫生单位 81 家，生物医药企业 73 家，事业单位、健康管理企业、

教育培训机构、信息技术企业、保险、金融、房地产、药房、管理等其

他类型企业 113 家，共提供相关岗位 8000 余个，用人单位需求覆盖学校

各专业、各学历层次毕业生，同时辐射仙林地区其他高校和省内外医药

院校的毕业生。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胡建平书记、学校校院两

级就业创业工作指导委员会全体成员亲临现场指导。 

随着人民群众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日益增强，众多基层医疗

单位组团前来南京中医药大学引才。南京市秦淮区卫计委组织辖区内 13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妇幼保健所等单位前来学校现场招聘。射阳县卫

计委、人社局更是将紧缺人才和高层次人才招聘的现场报名和考试地点

设在了学校，极大地方便了学生报考。  

在大健康和互联网+时代，中医诊疗、保健养老、健康管理及数据服

务等企业都成为吸纳我校毕业生就业的新空间。除医疗事业单位和知名

药企前来参会，本次招聘会还吸引了多家互联网+医疗健康的企业，如南

京红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天杞园网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毕业

生在新兴的互联网+医疗健康产业中面临新的机遇。   

本次招聘会还涌现出一批大学生创业的典型。南京医中下天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南京轩德堂中医诊所有限公司、南京宁源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均由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生创立，提供就业岗位共计 40 余个。其中，

由药学院 2016 届本科毕

业生林杰创业成立的南

京宁源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是学校科技园重点扶

持的企业，本次招聘会一

次性提供就业岗位 14

个，毕业生创业带动就业

成效显著。  

为帮助毕业生实现用人单位与毕业生进行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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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就业、优质就业，南京中医药大学采取多种方式，为毕业生提供精

准的就业指导和帮扶。此次招聘会与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合作举办，借助全省的智慧就业平台扩大了宣传范围，吸引更多学生和

用人单位关注。同时依托南京市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站的平台，邀请了

南京市人社局认定的就业指导专家莅临会场，为前来参会的学生答疑解

惑。学校为用人单位招聘和毕业生应聘提供一条龙服务，大大满足了供

需双方诉求，受到用人单位和毕业生的一致好评。招聘会的成功举办也

吸引了江苏电视台教育频道、扬子晚报、现代快报前来采访报道。接下

来南京中医药大学还将通过小型校园招聘会和中型专场招聘会相结合的

方式，持续为用人单位和毕业生搭建沟通的平台，为用人单位提供更加

周到便捷的服务，为毕业生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全力提升就业服

务水平。                                             （学工处） 

 

 

南京中医药大学两位教授入选 2016 年中国 

高被引学者榜单 
 

2 月 27 日，爱思唯尔科技部中国区网站发布了 2016 年中国高被引学

者（Most Cited Chinese Researchers）榜单，共收录 1700 余名最具世

界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南京中医药大学谭仁祥教授、段金廒教授均第三

次入选“药理学、毒理学和药剂学”类榜单。  

随着中国在国际科研领域的影响力和地位的不断提高，表彰引领学术

进步的杰出学者变得尤为重要。学术出版机构爱思唯尔基于其旗下

Scopus 数据库的相关统计数据，遴选出 38 个学科类别中具有世界影响

力的中国学者。Scopus 数据库目前已收录来自全球超过 5000 多家出版

商出版的超过 22000 种期刊和 700 万篇学术会议论文，内容覆盖自然科

学、技术、医学、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等学科。能够连续三年入选该

榜单，充分说明两位教授的学术水平得到了国际相关领域的高度认可。 

（科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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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医药大学一项成果获江苏省 

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 月 24 日上午，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省政协礼堂隆重举行，省

委书记李强、省长石泰峰，省领导黄莉新、王炯、樊金龙、史和平、张

敬华、阎立等出席。本次会议授予吕志涛院士 2016 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

突出贡献奖；授予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共 187 项，其中一等奖 30 项，二等

奖 48 项，三等奖 109 项；授予江苏省企业技术创新奖 6 个；授予江苏省

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8 人；授予首届江苏省专利发明人奖 10 人。  

南京中医药大学段金廒教授作为第一完成人申报的“中药资源产业

化过程循环利用模式与适宜技术体系创建及其推广应用”项目荣获江苏

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该项目在循环经济理念引导下，围绕中药资源产

业化过程产生的非药用部位、深加工过程中产生的不同类型废弃物及副

产物等开展基础与再生利用研究，先后开展了针对银杏、黄蜀葵、芡、

丹参等 20 余种药材非药用部位，丹参、甘草、黄芪、五味子、黄精、牛

膝等 10 余个大宗品种配方颗粒废弃药渣，以及黄葵胶囊、生脉注射液、

桂枝茯苓胶囊、热毒宁注射液、丹红注射液等生产过程废弃物的循环利

用的研究与实践。研究成果在 20 余家中药深加工企业进行推广示范并应

用，有力推动了行业循环利用和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升，促进了适宜方法

技术的转化应用和辐射效应，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为

在我国中药农业、中药工业生产过程中推行资源减量化、效益化和再利

用树立了典范，为推进和实现中药资源循环经济做出了贡献。 

此外，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康缘中

药学院院长萧伟教授在本次会议上荣获首届江苏省专利发明人奖。  

（科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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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医药大学港澳校友会在香港成立 

 

1 月 15 日，南京中

医药大学港澳校友会成

立大会在香港浸会大学

隆重举行。香港食物及

卫生福利局局长高永文

先生、中央人民政府驻

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

公室教育科技部部长李

鲁先生、驻港联络办公

室协调处陈俊峰先生、

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陈涤平教授、香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中医组主

席黄杰、香港中医中药发展委员会中医组主席冯久、香港卫生署助理署

长（中医药）徐乐坚、香港注册中医学会会长陈永光教授、香港浸会大

学校董会主席郑恩基先生、香港浸会大学校长钱大康教授、副校长黄伟

国教授、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吕爱平教授、香港浸会大学协理

副校长兼中医药学院临床部主任卞兆祥教授、南京中医药大学校友会办

公室郝达富主任、海外校友代表我校大洋洲校友会会长林子强教授、南

京中医药大学校董张立新先生等各方代表和近 400 名港澳校友、中医药

专家学者和各界朋友应邀出席会议。 

成立大会上，陈涤平书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代表南京中医

药大学全体师生医护员工对港澳校友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对各界朋

友和各位校友的出席表示热烈欢迎！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母校事业发展

的各位校友表示衷心感谢！并向大家介绍了南京中医药大学悠久的办学

历史和事业蓬勃发展的现状，特别是近年来学校大力实施“人才强校、

质量兴校”战略，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

合作与交流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绩。陈书记强调，校友是母校最重要、

最宝贵的财富，是学校社会价值最真实，最直接、最重要的体现之一。

陈涤平教授代表学校向香港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

南京中医药大学港澳校友会会长卞兆祥教授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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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校友力量，服务校友事业，共促学校发展一直是学校与广大校友的

共识和愿望。南京中医药大学港澳校友会的成立，不但能够成为广大港

澳校友信息交流、增进友谊、相互支持和学术交流的平台，也将成为港

澳校友与母校之间联系的桥梁以及感情的纽带，对南京中医药大学进一

步加强与香港、澳门中医药界和社会各界的联络，促进交流，扩大影响

具有重要意义。在与会者热烈的掌声中，陈涤平书记宣布了南京中医药

大学港澳校友会成立，并代表学校向港澳校友会颁发了校友会铜牌。 

 

校党委书记陈涤平教授与香港浸会大学校长钱大康教授分别代表两校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在同时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我校陈涤平教授、沈洪教授、龚婕宁

教授和校友蒋明博士等分别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并与广大校友、港澳

各界参会朋友进行了中医药学术方面的交流、交谈，气氛热烈。陈书记

还与香港浸会大学校长钱大康教授签署了两校合作框架协议，深化两校

在人才联合培养、师资与科研人员交流互访、中医药临床科研实践基地

建设等方面的合作。 

（校 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