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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贡献更

多力量。

阔步奋进  蓬勃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大学按

照“立足云南，服务国家，面向两

亚，走向世界”的定位，以高质量

发展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学

科建设、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取得新进展、新

成效，着力建设中国一流、世界知

名区域性高水平大学。

2017年，云南大学成功入选国

家首批42所“双一流”建设高校；

2018年，成为中西部14所部省合建

高校；2022年，继续入选新一轮国

家“双一流”建设高校，迈入了新

的发展阶段。几年来，以建设一流

学科和一流专业为突破口，云南大

学构建了学校、学院、教师、学生

和社会共同参与的“五位一体”人

才培养格局和联动机制，获国家级

一流本科专业47个。通过实施“东

陆人才计划”“青年培优计划”，

引育并举，目前共有国家高层次人

才130余人。同时，实现自主培养院

士“零”的突破，在7个特色优势领

域形成人才高地。

为着力建设特色优势学科，

云南大学统筹实施一流学科、基础

学科和新兴交叉学科建设：聚焦生

命科学与生物医药研发，成立生命

科学中心、生物医药研究院、药学

院，建成一流的实验动物中心，组

建生命科学与医药学部，打造生物

医药领域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聚

焦前沿科技和云南产业发展，成立

现代工学院，建成电镜中心、先进

计算中心，发展新工科。聚焦民族

边疆与周边外交，组建民族与边疆

学部，获批国家首批“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一带一

路”教育部文科实验室；云南大学

将省第二人民医院作为直属附属医

院，强化医学教育，建设新医科。

多年来，云南大学主动融入国

家战略，积极服务云南发展，努力

成为区域发展的动力源和思想库。

学校开展了覆盖云南42个县（市、

区）的云南乡村社会大调查，提

炼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经

验，揭示云南乡村振兴密码；通过

积极参与高原湖泊治理，解决了阳

宗海砷污染难题；经过多年研发的

再生稻技术、根结线虫生防技术，

如今已实现规模化推广应用。

云南大学主动融入和服务“一

带一路”和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

心建设，着力构建面向南亚东南亚

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学术文化交

流和留学生培养三大体系，国际影

响力持续提升。

求实求新  跨越发展

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

云南大学建校100周年的贺信中，对

未来云南大学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

求。新时代、新百年、新机遇，云

南大学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作为新时代的云大人，我

们既承载着‘百年云大’的光辉历

史，更肩负着赓续云大发展的光荣

使命。”在云南大学建校100周年暨

创新发展大会上，云南大学校长方

精云明确了未来的发展蓝图：应有

更加清晰的办学理念和实现路径；

有一大批学术造诣高深的教师、勤

奋学习的同学、勤恳敬业的管理服

务人员；有充满朝气、风清气正的

校园文化；有公平公正、高效务实

的治理体系；有服务国家战略和云

南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支撑能力。

在方精云看来，今后，云南大

学要坚守大学精神，与时代精神、

民族精神互相激荡；要坚守人才培

养的使命担当，将大学发展与国家

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坚持服务导

向，致力解决国家战略和云南发展

新需求；要深化校风和制度建设，

以一流治理建设一流大学。

建成一流大学不仅是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重托，是

全省人民的期盼，更是全体云大人

的共同梦想。

“一流大学不是速成的，要

想在全国具有知名度，在各方面都

需要有相当的积累。”中国科学院

院士、云南大学1958级校友孙汉董

说，“如今，云南大学教师队伍愈

发年轻化，思想更活跃、知识面更

广，但是要认真钻研下去，死死地

盯住一些问题并把它搞深搞透。对学

校而言，不仅要以多学科交叉融合提

升科研创新能力，还必须具有自己的

特色”。

新的百年征程开启，云南大学

正朝着新的目标和远景阔步前行：

到2025年，学校综合实力明显增

强，服务国家战略和云南高质量发

展的能力全面提升，努力成为国家

重要战略科技力量和云南科技创新

的策源地、西部高校的排头兵、高

等教育改革的示范区、辐射南亚东

南亚的高等教育高地。到2035年，

学校综合实力和办学水平显著提

升，初步建成立足祖国西南边疆、

面向南亚东南亚的综合性、国际

性、研究型世界一流大学。到2050

年，学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

领域享有卓越的国际声誉，建成世

界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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