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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引进120名博士破解高层次人才极缺困境
四川文理学院让高层次人才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

“我们在成都理工大学人才招聘活
动发出资料80多份，收到20多份博士毕
业生简历，效果非常不错。”李波作为四
川文理学院人才引育党员突击队中的一
员，6月2日刚刚结束在成都理工大学的
人才招聘宣讲，便马不停蹄地赶回学校，
为下一站的宣讲做准备。

四川文理学院，是一所位于达州的
本科院校，近年来受高层次人才极缺、人
才成长环境不优、办学空间不足等因素
制约，学校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四川文
理学院理清思路，找准方向，寻找办法，
通过系统谋划优化校园规划、人才引育、
平台建设等，让高层次人才真正成为引
领学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动
力”。

困境
高层次人才引不来、留不住

2021年，从四川大学博士毕业的周
丽，选择回到自己职业生涯的启航地
——四川文理学院。三年前，她从这里
走出去攻读博士学位；三年后，她学成归
来继续站在三尺讲台上。

如今两年过去了，对于自己曾经的
选择，周丽依然笃定：“选择四川文理学
院，对于我和学校是一种双赢。学校对
高层次人才求贤若渴，对我们很重视，
而我们在这里能得到更多施展才能的
机会。”

周丽是四川文理学院自主培育高层
次人才的个例，在2022年以前，学校自主
培育和引进的博士总计仅有60多名。对
于一所大学而言，这个数字有点“寒碜”。

四川文理学院党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统战部部长涂德祥坦言：“在过去的

发展中，我们面临着高层次人才极缺、办
学空间有限、资源严重不足等诸多困
境。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缺乏的严重影
响，成为制约学校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人才的缺失一方面体现在需要的高
层次人才引不来，另一方面体现在高层
次人才留不住，缺少留住人才、让人才成
长的优良环境。

一直以来，达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学校的发展问题。涂德祥介绍，2022
年1月，学校与地方政府签订了市校合
作协议，达州市委市政府从政策上大力
支持、资源上加大倾斜，全力支持学校
做大做强。

破局
引育双管齐下，提供更多舞台

针对学校面临的人才困境，四川文
理学院也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一方

面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另一方面
积极开展高层次人才自主培育工作，鼓
励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同时，也为
高层次人才提供更多发挥才能的舞台。

在高层次人才引进方面，2022年已
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当年共引进48
名博士。2023年截至5月底，又引进到校
10名博士。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该校引
进的博士人数几乎与原有的博士人数持
平，为学校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该校还成立
了人才引育党员突击队。突击队共有15
位成员，任务就是到国内各大高校面向
博士生进行人才引进政策宣讲，并收集
整理博士就业意向，开展持续跟踪、精准
对接，最终目的就是把适合学校发展的
高层次人才引进到校。

“我们既要把人才引得进来，又要让
人才留得住。”涂德祥说，学校将完善高

层次人才引进后的配套政策，打造“一站
式”人才服务平台，构建“立体化”人才特
区模式。同时，学校将大力加强研究平
台建设，让引进来的高层次人才研究方
向能够真正转化成助推达州经济社会发
展的“利器”，并深入推进市校对人才资
源的共享共用。

计划
出台新一轮人才工程实施办法

在四川文理学院的发展蓝图中，
2023年秋季，学生规模将达到2万人；到
2025年，学生规模达到3万人。办学规模
的扩大，势必要求软硬件的同步提升。

在硬件提升上，为解决学校办学空
间不足的问题，达州市委市政府投资20
多亿元为四川文理学院建设占地280亩
的东区，今年8月底将交付使用。同时，
支持该校在达州高新区选址新校区。

在软件提升上，人才引育工程是重
中之重。早在今年年初，学院便定下了
全年引进120名博士生的目标任务。该
校还计划出台新一轮人才工程实施办
法，科学规划人才类别层次、合理布置考
核任务。同时，该校目前正在积极加快
硕士学位授权单位的建设，已准备了首
批申硕的资源与环境、电子信息、教育、
艺术等4个重点学科。

“从高校的角度讲，学科是龙头，创
新是关键，人才是支撑，要系统性把握三
者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把‘人才’这个最
重要的变量做大做强。”四川文理学院党
委书记黄涛说，未来该校以市校合作为
牵引，将努力走出一条以高层次人才驱
动高水平学科建设，进而推动科技创新
和区域产业联动发展的新路子，让高层
次人才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罗轩

清代四川学者刘沅，世人称为“川西
夫子”。其著作《槐轩全书》，创立槐轩学
派。

由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宣传部主
办的第二届“天府好家规”征集活动目前
正在火热进行中，成都市双流区纪委监
委推荐了刘沅家族的家训。

刘沅一族，人才辈出。刘氏家训有
两部，一是《蒙训》，二是《豫诚堂家训》。
6月8日，刘沅后人刘镛晋告诉记者，《蒙
训》与《豫诚堂家训》两部家训传承百年，
潜移默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至今依
然发挥着作用。

两本家训：“教我们如何做好人”

“你看这本书，开篇就是我们家的两
则家训……”在刘镛晋家里，她向记者展
示了一本《国学经典成都读本》，该书的
第一篇是《蒙训》，第二篇是《豫诚堂家
训》。这两篇都是刘沅为8个儿子和其子
孙所写，至今已经传承了百年。

据悉，《蒙训》用于儿孙启蒙；《豫诚
堂家训》虽然只有500个字，但字字珠玑，
句句警言。

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非常推
崇刘沅，他曾在媒体上公开表示，巴蜀文
化近代对华夏家教文化的贡献，以近代
开端时期西部启蒙思想家刘沅的《豫诚
堂家训》和《蒙训》为楷模性代表。

大道至简。《豫诚堂家训》开篇第一
句就是“天理良心,人之所以为人……”

“家训就是教我们如何做人，做好人！”刘
镛晋说，家训中包含了如何处理父母关
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上下
级关系等，用语浅显易懂，非常接地气，
重点教育人最基本的心性修养。

传承百年：后人大多从事文教职业

双流刘氏是一个大家族，刘沅有8个
儿子，刘镛晋的曾祖父是刘沅的第六个
儿子。1991年，刘镛晋的父亲刘恒蓺召
集五湖四海的族人回到家乡一聚，当年
有150多人到场。后来，刘氏族人常常在
清明节前用祭祖的方式团聚。

他们聚会的话题总是少不了“传承”
二字。《豫诚堂家训》和《蒙训》一直保持
着生命力。

刘氏后人中知名的人士包括：著名

书法家刘东父、化学家刘铸晋、魔芋专家
刘佩瑛、茶学大家刘勤晋、著名书法家刘
奇晋……刘镛晋告诉记者，刘佩瑛和刘
勤晋就是刘沅第四个儿子的后人。“晋”
字辈和“恒”字辈的后人大多从事文教职
业。

刘沅教育后人世代秉承“忠孝”“孝
和”“纯孝纯悌”等家风，恪守《豫诚堂家
训》。如今，刘镛晋8岁的孙女都会背诵

两则家训。

开枝散叶：刘氏家训走进千家万户

一百多年前的刘沅可能没想到，自
己为子孙后代编写的家训，会被无数陌
生的孩子传唱。

双流彭镇是槐轩文化的发源地。去
年，在彭镇槐轩故里文化苑内，一群小学
生穿上汉服，在老师的带领下吟诵《豫成
堂家训》。作为活动的主导者，双流区纪
委监委注重寓廉于教，与相关单位和“川
西夫子”后人共同对槐轩庐墓进行改造
升级。

“以刘沅为主题，我们还开展过好家
训展览。”双流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
说，为了让好家风走出历史，走进千家万
户，展览集中展示了刘沅所著的《十三经
恒解》中所能收集到的部分古籍资料以
及他著作的海外译本，同时还提供了刘
沅及其后代刘东父、刘奇晋的书画作品，
刘沅后人、当代植物学家、魔芋专家刘佩
瑛的文集以及来自19个家族的族谱。

此外，彭镇近年来大力开展“槐轩文
化”品牌建设，先后推出了一系列以槐轩
为主题的文化活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摄影报道

调查研究蜀地行

成都双流刘沅后人：

两部家训传承百年“教我们如何做好人”

四川文理学院学子在校园里学习交流。

刘镛晋向记者介绍《豫诚堂家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