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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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目标：围绕“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核心要求，秉承“求是创新”校训，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
	 培养特色：面向国家和区域重大需求，以数字赋能为切入点，围绕“大数据健康科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本学位点紧扣“健康中国”、“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等国家战略的重大需求,以“维护人民健康，构建强大公共
	按照“高质量、高水准、可持续”的标准建设好辅导员队伍，按总体上师生比不低于1:200的比例配备专职辅
	本学位点师资队伍精良，建立引育相结合的机制，形成了一支高水平复合型研究团队。学院现有教职员工100余
	本学位点以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的高层次公共卫生专门人才为目标，建设了覆盖四个培养方向的 56 
	（1）坚持正确育人导向，实现思政全覆盖
	以“健康中国”和“面向人民健康”战略为引领，贯穿于线下线上课堂、授课、讲座、研讨、实践等环节，将人类
	（2）推进前沿学科交叉，构建“公卫+X”课程体系
	开设“公共卫生与法律法规”、全英文“大数据健康科学”等核心交叉复合课程；开设“公共卫生现场调查方法与
	（3）行业专家引领，打造“名师名课”新体系
	邀请高福、李立明等国内以及美国医学科学院 Jack Needleman 院士等国外知名的公共卫生专家
	本学位点聘请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担任学院研究生主导师，目前已经开展两届共10位联合培养研究生。 
	（五）学术交流
	（1）读书报告：通过读书报告可以提高研究生的学术水平，促进专业间的交流，增强口头表达能力，是研究生培
	要求每位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做读书（学术）报告4次，其中至少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报
	本学位点所有学位论文评阅试行双盲隐名评阅，其中硕士学位论文评阅人应由3位及以上与学位论文相关研究领域
	本学位点把良好师德师风作为导师选聘的首要要求和第一标准。制定导师指导手册，明确导师职责和工作规范，加
	本学位点在研究生进入中期考核阶段将实行严格的分类淘汰制度，对中期考核不合格的研士生由委员会提出延期或
	本学位目前已有毕业生主要为从事公共卫生、临床医学及相关工作的在职人员，都已经参加工作，且在岗位上承担
	本学位点2021年的入账科研经费达2626.04万元（统计口径：财务审批时间），其中纵向项目经费11
	日常根据导师、学生干部或党支部等反馈，根据学生需要，综合考虑后给予一定补助。
	本学位点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将最新研究技术、方法及成果转化应用，为促进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一）发挥公卫专业优势，服务抗疫与扶贫
	 新冠疫情期间，第一时间开展疫情传播预测与防控措施评估，提出防控和复工复产政策建议，获中央办公厅及省
	 （二）聚焦公共卫生难题，支撑政策法规制定
	承担各级政府“十三五”、“十四五”卫生事业规划研究项目等20余项，形成良好的校地合作模式。发挥专家智
	（三）创新慢病管理和智慧医保，惠及基层群众
	创建结直肠癌序贯筛查方案，推广应用于全国30个省区市的城乡筛查。针对慢病管理和医保控费等关键问题，构
	（四）夯实培训工作体系，打造多维公卫队伍
	面向全省分管卫生领导干部开展专项培训，并辐射周边省市；开展基层疾控中心和医疗机构公卫骨干系统轮训，全
	（五）打造新媒体平台，推进科学普及与健康促进
	创办“营养发现”“科学封面”“智慧营养健康食堂”及“营养小屋”等科普宣教平台；打造疫情防控线上平台，
	六、本学位点建设的特色和亮点
	3.教学改革方面问题：目前的研究生教学模式存在多方面的问题，如：未深入思考研究生教学的特点和研究生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