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拟推荐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主要事迹
一、拟推荐先进集体主要事迹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研究基地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团队是一支实力雄厚、梯队合理的

优秀集体。长期以来，该团队在教材编写、修订、研究以及教材辅助用书编写等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1.集体参与中央“马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建设工作做出

了历史性贡献

2007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被纳入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南开大学逄锦聚教授作为首席专家召集人，主持编写工

作。南开大学李毅教授、何自力教授、寇清杰教授，作为主要成员，参加了教材

编写工作。南开大学朱光华教授、冯素杰副教授为教材提出修改意见。为了及时

充分反映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成果，2008年 1月、2009年 5月、2010年 5

月、2013年 7月、2015年 8月，中宣部、教育部先后组织了五次教材修订工作。

每一次都是由南开大学逄锦聚教授作为首席专家主持修订工作，南开大学李毅教

授、何自力教授、寇清杰教授作为主要成员参加修订工作。其中，南开大学马克

思主义理论学科多位专家和教师，也参与了教材修订工作。2018年，修订版教

材，南开大学寇清杰教授作为专家组主要成员参与了修订工作。应该说，在中央

“马工程”重点教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建设和修订工作中，以逄锦

聚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南开大学的专家团队，为该教材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该教

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建设过程中不仅为南开大

学，也为全国培养了一支年龄结构合理、实力雄厚的骨干队伍。

2. 集体努力获批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推进教材研究工作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团队，长期以来始终注重对教材研

究工作，探索教材、教学有机统一关系。2018年，团队负责人杨谦教授领衔的“《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资源建设与推广应用”教研成果，获得天津市教学

成果一等奖。中央“马工程”专家刘凤义教授作为第二完成人完成的“专业教育与

全面发展融合并进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与实践”教改项目，获得天津市教学成果



二等奖。

2019年南开大学获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首批国家教材建设重点

研究基地。依托全国教材建设重点基地，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教学团队，发挥集体优势，集全国优秀专家之力，进一步打造专业化教材研究队

伍，搭建高端教材建设研究平台，全方位助力教材研究和思政课教学质量的提升。

目前教材基地在骨干成员的集体努力下，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比如 2019年

8月 24日，基地主任刘凤义教授联合中国人民大学邱海平教授联合向教育部提

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进课堂”：问题与对策》内参。比

如 2020年 4月，基地首席专家寇清杰教授牵头、南开大学教学团队参与的教育

部重大项目：“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材内容和体系研究”，已取得多项阶段

性成果，包括“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爱国主义教育一体化机制研究”；“建国以

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材内容的历史演变和评价意见调查报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师生使用状况和评价意见调查报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概论教学设计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指导方案（2020版）”“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研究”等，这些成

果必将为教材研究和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3.集体发力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方案发挥重要引

领作用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团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三进”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三进”首要的是进教材。南开大学教学

团队依托马克思主义学院牵头的“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研究联盟”平台，组织天津市高校思政课教师集体备课、编写教辅教案，及时

将党的新理论和实践成果融入“教材”。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在天津市委、市

教育工委和市教委领导下，南开大学教学团队及时编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教学辅导书，并对天津市思政课教

师进行集中培训，为新学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及时“三进”

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天津市委领导的高度肯定。2019年 1月 17日，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南开大学参观百年校史主题展览时，专门认真翻阅了这套教学指导方案，

并给予了肯定。目前，这套教学指导方案的 2020年版已经交付全市思政课教师



同行使用。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团队，还与人民网合作，连

续刊载教学指导方案内容，使得该指导方案不仅为天津市高校如何把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时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提供了蓝本，

也为全国同行提供了参考思路和宝贵经验，得到同行们的高度认可。

4.集体智慧创办《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助力教材建设与研究

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建设与研究，南开大学教学团队为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3.18”讲话精神，在教育部和南开大学的大力支持下，集体努力，

积极申请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期刊。新期刊既是团队集体智慧的结

晶，也是依靠团队力量进一步加强教材研究的产物。教学团队将发挥集体协同力

量，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为提升思政课质量和水平，为全国思政

课教师教学与研究成果交流，提供良好平台和阵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教材建设做出南开人的更大贡献。

（二）生物学科实验实践教材建设团队

教材是教学的基本工具，是体现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

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保证，也是学校

教学科研水平的重要体现。实验教学作为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直接平台，其

教学效果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命科学学院一贯重视实

验教材建设，凭借学科和人才优势，结合人才培养目标及社会需求，组织编写出

版了系列化、立体化、实用性与研究性、前沿性相结合的实验实践教材，构建了

系统的生物学实验实践教材体系，2008年以来先后出版实验实践教材 20余部。

1. 凝聚数代教师经验积累的系列化核心实验课程教材

核心课程是以生命科学研究所必须的经典、传统实验技术与现代生物技术的

基本技能训练为主的“基础型实验课程”，其教材的编写出版是教材建设的根本。

我们首先凭借微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精品课程的优势以及数代教师经验的积累，在

教育部世行贷款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立项研究的推动下，编写出版了

《微生物学实验》和《生物化学习题及实验技术》，以及具有南开特色的《生理

学实验》。其中《生理学实验》（第三版）自 2009年出版以来，被全国许多高

等综合、师范及医学院校采用，并被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现行的第四版教材在坚持系统性、综合性、研究性和先进性原则的基础上，更加



注 重 学 生 创 新 能 力 的 培 养 ， 并 增 加 了 配 套 数 字 课 程 网 站 （ http ：

//abook.hep.comcn/45605）。

此外，植物学、动物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等核心课程业已出版了相应的

实验教材。《分子生物学实验教程》以鼠源 GAPDH蛋白为例，讲述了从基因扩

增、克隆、表达到检测的一个完整故事。2017年出版发行的《动物学实验》在

保留经典内容的同时增加了新进展，并较国内外首次以大量的彩色照片显示相关

动物形态结构特征。目前累计发行量超过 12000册，被国内 50多所不同类型高

校选用，受到广大师生的普遍认可，已成为国内较有影响的动物学实验本科教材

之一。

2. 以科研成果为基础，将学生引入现代生物技术前沿的综合性实验教材

为使学生能够亲历科研实际，了解学科发展的前沿技术，学习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的思想方法，体验探索的艰辛与乐趣，培养创新意识。组织三十余位教师，

以自身科研工作为出发点，编写出版了《生物科学综合实验指导》，将教师科研

成果引入实验教学。指导内容丰富，涵盖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细胞生物

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理论及技术，引导学生领略技术前沿的同时，

学习如何有效地综合运用多种实验技术方法，解决科学研究中的具体问题。而《发

酵工程实验教程》则是国内外新实验技术与教师科研相结合的产物，并同时配置

了包含了知识拓展、教学课件、视频资料、延伸阅读、参考文献等栏目数字资源。

3. 编纂地标性实习指导，助力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其他教学环节所不可替

代的作用。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复杂。且多年来物种分布变化较大，物种学

名修订，加之很多描述的不准确，给鉴定识别带来困扰。老师们整理十余年的素

材积累，首次针对性编写出版了适合实践教学地区的 4本彩版教材，《八仙山昆

虫图册-八仙山蝴蝶》、《南开草木图集》、《北戴河海滨动物学实习指导》和

《八仙山昆虫图册-八仙山森林昆虫》。为实践教学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4. 出版通识实验课程教材，致力传播科学精神

为传播科学精神，提高学生科学素养。汇集生物各二级学科教师，集体编写

出版了《基础生命科学导论实验》。通过兼顾基础性、科学性、趣味性和应用性

的实验内容，以生命科学实验技术知识为育人载体，旨在培养学生正确的科学观



技术观、人生观，助力科学素质、文化素质、思想素质全面提高。

5. 建设新形态实验教材，打造全媒体育人环境

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互联网＋教育”席卷全球。数字化教材

以其多种媒体混合呈现的形式，为课程教学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途径和手段。近年

来，我们在对《生理学实验》、《细胞生物学实验》进行纸质教材为主，配套数

字资源教材形态进行尝试的基础上，配合实验中心联席会出版了纯数字化的《生

物学实验基本技术与方法数字课程分册 XV》。同时建设完成了 6个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项目，其中“稀缺药用植物次生代谢物的虚拟合成”获首批国家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一流课程，“原核细胞基因表达与产物纯化综合设计实验”和“组织工程血

管构建的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入选 2019年天津市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建设项目。

此外，我们启动了“生命科学基础实验数字教材建设”。利用多年积累的微课、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标准操作示范录像等数字资源，围绕 9门核心课程进行数

字教材建设。现已与高等教育出版社签订了“植物生理学学实验”、“生物化学实

验”和“分子生物学实验”的出版合同。相信，多种媒介联合运用，信息技术与教

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新形态教材，必将进一步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二、拟推荐先进个人主要事迹

（一）逄锦聚同志

逄锦聚教授 1964年从教，1984年在南开大学任教，1887年开始参与教材建

设，至今 33年。多年来致力于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个学科的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和教材建设，作出有益贡献。2006年荣获中组部、中宣部、人事部、

科技部授予的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2020 年南开大学授予教育教学

终身成就奖。此外，还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3项二等奖 1项，获中华优秀出

版物著作奖 2项、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 4

项、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别奖和一等奖 6项。

多年来主持或参与多部全国性高水平教材的编写和建设。1987年参与了大

学生教材《政治经济学》的编写；1989年协助谷书堂教授编写了研究生教材《中

国经济学通论》，1990年参与了吴树青教授主编的全国高校统编教材《政治经

济学》的编写；2007 年作为主要成员参与马工程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基本原理概论》的编写。特别是 2000年作为第一主编主持了 14所高校参加的教



育部面向 21 世纪财经类高校核心课教材《政治经济学》的编写，该教材 2002

年出版第一版，为全国高校财经类专业采用，至今先后修订六版，2005年获国

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005年开始作为首席专家召集人主持全国大学生思政课

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和配套辅助教材的编写，该教材是首批列入马

工程的教材，自 2007年出版至 2015年先后修订六次，对推动高校思政课教育教

学改革发挥了重大作用。对于该教材的编写，2014年 10月 13 日《光明日报》

通讯中写道：“为编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身为首席专家的他带

着全组成员三年奋战，从提纲到成稿修改 30余次。长期高强度运转，一向健壮

的身体提出了抗议。2007年前后，他因身体不适三次住院。医生令其静养，他

却在半夜偷偷打开笔记本电脑修改书稿。出院后，他在家里摆上制氧机，继续奋

战。一份份布满修改痕迹的书稿，陪伴他度过节假日，度过往返京津的路途时光，

甚至参加党中央、国务院组织的北戴河专家休养活动，他依然带着这份牵肠挂肚

的‘作业’”。

2008年开始担任中央马工程咨询委员和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马

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参与中央和教育部主管的 130多部马工程教材审议，工

作认真负责，对全国马工程教材建设作出有益贡献。对于担任咨询委员的工作情

况，2013年 12月 25日《光明日报》的通讯《学高身正把关人——记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群体》中写道：“老学者们的忘我付出让

后辈感触深切，而令老一辈欣慰的，则是‘年轻人’们的黾勉同心。66岁的南开大

学原副校长逄锦聚就是这样一位‘年轻人’。2008年，他和其他五位学者一起被增

补入咨询委员会。作为唯一一位京外委员，还肩负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两本教材的编写重任和教学任务，他过起了‘两

地跑、连轴转’的日子。每逢审议会召开，他常常是一大早五点便从天津动身，

两个多小时后赶到会场参加审议。一天会议结束，顾不得休息，又匆匆返回，到

家时往往已近深夜。”

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第七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教育部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十余年，期间受教育部委托，主持制定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规划、大学生思政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指

南，推动全国高校经济学、思政课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作出有益贡献。



担任教育部经济学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十余年，期间受教育部

委托，主持制定全国高校经济学专业规范和教材建设规划，组织全国 13所高校

经济学基础理论人才基地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做出有益贡献，2018年获基地

建设终身成就奖。

2014年开始主持国家“2011”创新计划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

创新中心”工作，创办南开大学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试点班，联合南京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共同创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

讲堂，编写并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至今已举办 12期，培训

全国教师 2000多人，在全国教育界、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产生重要影响。

长期以来，围绕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体制改革、

国民经济宏观运行和调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等主攻方向，形成了一批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在为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的同时，转化为高水平教材建设的内容。党

的十八大以来。他主持撰写出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已经作为大学生、研究生教学用书在使用，为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发挥了积极作用，现正在译为英文将由国外出版社在国外出版发行。习近平总书

记在南开大学考察调研时，翻阅了此书，给南开师生巨大鼓励。

教材建设的过程也是学术队伍的建设过程，在逄锦聚带领下，打破学校、部

门的界限，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两支老中青结合的学术队伍正茁壮成长。

（二）鞠美庭同志

1.编写教材情况

教材名称 出版社
个人

贡献
备注

《生态文明知与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ISBN:978-7-04-055213-3

主编 高职高专推荐使用教材（180千字）

《生态文明导论》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20
ISBN:978-7-122-37416-5

主编 本科教学推荐使用教材（288千字）

《生态文明体制建设》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20
ISBN:978-7-122-37303-8

主编 研究生推荐使用教材（404千字）

《环境学基础》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0 主编
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

国石化教材一等奖



《产业生态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主编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产业生态学教学课

件》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主编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环境学基础电子课

件》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5 主编 国家精品课、资源共享课课件

《生态城市建设的理

论与实践》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7 主编

《环境风险评价与管

理》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8 主译

《环境影响评价导论》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7 主译

《生态学基础》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6 副主编
“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获中国石化

工业优秀教材一等奖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7 副主编

2.探索“新形态教材”有成效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将纸质教材、在线课程网站和教学资源库的线上线下教育

资源有机衔接起来。如《生态文明知与行》教材就与MOOC(慕课)平台开发结合

起来，已完成 50节微课、50多个 PPT课件的制作；《生态文明导论》从编写开

始就与出版社签订合同，实现了与试题库建设和线上课程开发同步；《环境学基

础》教材编写中同步完成了试题库建设和网上资源建设，已完成在线课程及教学

资源库（微视频、教学案例、多媒体课件、试题库、案例库以及拓展资料等内容

建设；学生通过手机或移动设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将线上线下学习资料瞬间衔

接起来。

3.以精品教材建设带动精品课程及教学团队建设

多年来，始终《环境学基础》教材建设作为基础，引领了该课程高标准进行

了国家精品课程和国家资源共享课程的可持续建设。以 1本国家级精品教材、5

本“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和 2本中国石化工业优秀教材以及其他 3本自编/译

教材为重要支撑申建了国家级教学团队——“环境科学“专业基础课程”教学团

队”。

4.以教材建设带动年轻教师培养

多年来，鞠美庭教授在编写各类教材的过程中培养了十几位优秀的教学骨干，

如本单位的张裕芬教授、邵超峰教授、王军锋教授、楚春礼副教授、刘金鹏副教

授等。在针对高职高专院校需求的《生态文明知与行》教材编写过程中，联合天

http://www.icourse163.org/


津市的十几所高职学校参加了教材编写；充分发挥了海河教育园区思政联盟的

“共研、共建、共享、共用、共赢”的机制优势；举办的十几次教材研讨，实际上

也是对这十几所学校的骨干教师进行的生态文明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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