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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一名科研人员，一方面要发挥自己多年从事泥石流区
域研究工作经验积累的优势，对年轻科研人员做好传帮带，
另一方面不被经验所束缚，虚心学习年轻同志的长处，保持
强烈创新意识的闯劲，在工作中尽力开拓，为山地所的发展
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山地灾害·谢洪 

科研工作，从来不是一项“独狼行动”。渴望尽早结束
国外的学习，回归到属于自己的家一样的团队中去，一
来继续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为团队提供数据支撑，同
时通过与团队成员的交流学习，来强化自己的专业。和
自己的团队一起，为国家的科研事业奋斗终生！ 

——山地灾害·张建强 

要本着“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减少
行政干预，创新工作模
式，在制度范围内尽量
为科研人员办事增便利。 

——科技处·刘琴 

做一个自带润滑剂和磁力的
螺丝钉，而不是一个独立的
零部件。与自己所在的团队
同呼吸共命运，独木不成林，
美人之美，才能美美与共，
团队好，个人才能好。 

——研究生部·姚彩云 

作为外事秘书，我在团队中的位置就是为实验
室同事的工作提供辅助和支撑，让他们的工作
开展更顺利。如果把实验室比喻为一部大机器，
那我就相当于这部机器的润滑剂，虽然毫不起
眼，但是在机器的正常运行、减少损耗和保护
机器的重要零部件方面起不可或缺的作用。 

——山地灾害·谭荣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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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山地所领导班子召开“我在团队中的位置”
主题讨论会.深入学习十九大精神,并讨论如何在十九
大精神的指引下,班子成员明确在团队中的位置，齐心
协力抢抓机遇带领研究所创新发展。 

明确团队中的位置，要从2个层面进行分析：1.研究所层面；2.班子内部层面。从研究所层面来说，有5点。（1）作为研究所
的领头羊，要引领研究所的发展方向，所以必须在思想上达成共识；（2）作为领导，要勇于担当，还要善于决策；（3）要
顾全大局。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一定要从整个研究所的发展角度去思考，去决策；（4）要善于谋划。站位要高，多思考。管要
有道，理要有序。善于用人，会出主意，要具有前瞻性；（5）要勤政务实，根据职责分工，不仅要做好主管的工作，还要做
好协管的工作。善于总结，及时发现和弥补工作中不足之处。从班子内部层面来说，要进一步做好党政配合。（1）围绕所长
的任期目标，党委要保证所长负责制的落实，配合所长抓发展，抓研究所的改革，抓管理，要让研究所行政管理有权威且高
效；（2）班子组成较为年青化。班子建设首先要支持所长工作。大的事情上讲原则，小的事情上讲风格。不越位要补位。对
待副职，要多帮助，多担当，多为他们的成长考虑；（3）党建工作要抓好。重大问题上要统一思想，做好思想同步，做好
“八管”。参与研究所“三重一大”的决策，抓好群团工作。支持纪委，进一发挥党委政治核心保障作用，担负起院党组赋
予的职责。 

从研究所层面而言，院里对研究所的考核目标是清晰的，任务书也是很明确的。在做好任务书各方面
的考核指标外，争取超额完成既定目标。从班子层面而言：（1）以“中科院研究所综合管理条例”为
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2）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谋划需求导向的发展规划，聚焦科技服务社会主
战场，对标山地所阶段发展目标；（3）作为所长，首先要讲规矩。无论从干部任命、职称晋升，还是
岗位设定等方面都要严格按照规定执行；（4）认真贯彻落实“三重一大”的决策机制和“一岗双责”；
（5）改革过程中，要把握全局、大局。从全所的角度出发，带领全所职工一起努力促进研究所创新发
展；（6）提高研究所的治理能力，把纪律，把制度挺在前面；（7）要把主管、分管方面的工作做实，
岗位职责落实清楚。另外希望班子成员应该经常交流沟通，相互指出不足。共同谋划山地所的发展，
把山地所的事业做大做强。 

依此主题理解就是我该干什么，怎么干，找准位置是根本。岗位有设定，职责也明确，成效靠自己。放之
自身，在班子中是副手位置，所长任期目标和党委领导是首要，此乃核心；维护班子团结统一是责任，此
乃大局。对于分管部门和分管工作，转而成为主导位置。落实监督执纪问责是本分，谓之讲政治；对标院
党组和所务会决策部署是必然，体现始终看齐。俗话讲，有为才有位，拓展一下，有为才能变位，有位更
要有为。 

要把自己分管领域做好。研究生教育、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地理、土壤学科排名靠前。下一步会继续加强
岩土工程学科的发展。在所级平台建设方面，下一步会从人员结构、设备购置等方面进行改进。野外台站管理模式也会
进行调整，使之更高效地运作。国际合作方面会主要围绕一带一路、中巴地球科学联合研究中心建设等重点工作开展。
在文所长的领导下，进一步推进山地所的建设与发展。 

罗晓梅 

文安邦 

蔡长江 

陈晓清 

作为一名财务人员，我深刻体
会到团结协作的重要性。财务
的所有流程环环相扣，一个环
节出错，后续所有环节也会出
错，从而导致严重错误。为了
更好地为大家提供服务，我们
专门组建了财务报账QQ群，
将最新的报销制度、流程及时
上传，增加与报销人的沟通与
交通，更好地实现“放管服”。 

——计财处·刘静 

科研成果是创新和合作的结合体！在科研
团队中，每个党员都应该认识到，先不管
大家能出怎样的成果，也不妒忌别人或者
别的团队能出多少成果，首先应该在自己
所在的团队中发挥协作精神，大家要拧成
一股绳。同时，在服务团队中不断增强个
人竞争力，才能实现团队目标和个人目标，
达到双赢的局面。 

——山地环境·唐家良 

长期以来我以横向课题为主，做了很多成果转化的
工作。我们所将成立防灾减灾创新研究院是一个很
好的契机，大家在进入另一个更高的平台时，更需
要团队的合作精神，期待能在新的科研舞台上尽快
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角色和方向，特别是在清洁小
流域和生态系统恢复重建领域有所建树。 

——山地环境·王海明 

只有价值观一致的团队才会有默契；才能
共同面对风雨，不离不弃。作为山地所这
个大家庭的一份子，我感谢各位领导的支
持与各位同事的帮助。作为一名研究生导
师，我鼓励大家勇敢尝试新方法，不怕跌
倒。善于总结，疏通瓶颈。作为一名科研
工作者，我追求更加高效的工作方式，不
断改进完善。未来的日子里，砥砺奋进！ 

——数字山地·范建荣 

在科研方面，在青藏高原高
原研究的大团队中，有很多
的前辈值得我们学习并给予
我们很多的指导和帮助，老
一辈科学家激励我们不断前
进。在党支部生活方面，在
支委会的领导下，我们积极
学习党的最新理论、方针和
政策，本人坚决拥护并贯彻
党的指示和路线，做好科研
工作，提升本研究领域的国
际竞争力，服务于国家生态
安全建设和绿色可持续发展。 

——数字山地·聂勇 

我作为土壤研究室一名普通的硕
士研究生，我能做的就是好好增
强自己的科研能力，到最需要自
己的实验点去，将汗水和青春挥
洒在科研广阔的平台上，为社会
主义事业奉献自己绵薄的力量。 

——研究生·王正 

在学业中，要以山地人的专业的知识与眼光为
我们国家的山地科学的发展做出不懈努力。在
家庭中，应敬爱父母创造和睦的家庭氛围，家
和国更强。在党组织中，认真学习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积极为党组织献计献策，
不断进取。 

——研究生·肖乾颖 

到滑坡室13年来，在推动学科建设方面
做了很多努力，无论争取国家及院重大
课题基金、成果产出还是SCI发表、专
利申请等方面都有了质的提升。作为学
术带头人，今后要进一步思考滑坡学科
方向的发展及人才培养，不断提高山地
所滑坡研究领域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山地灾害·何思明 

在课题组这个小团队，因为年龄结构
和性别原因，我起着承上启下、协调
沟通的作用。除了一线科研工作以外，
我还承担了台站的平台能力建设任务，
尽管这份工作繁琐耗时并且不算个人
绩效，但是，当工作收到上级部门肯
定，当团队能在更高更优质的平台上
工作，我体会到了荣誉感和价值感。
所以不管我们处于哪种角色，只要我
们不忘初心，正确定位自己在团队中
的位置，时刻牢记团队目标和使命，
砥砺奋进，终能实现团队发展和个人
发展的共赢。 

——山区发展·徐佩 

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和科研工作者，
一直认为，能否平衡好个人定位
与团队使命的关系，是能否有效
发挥党员带头作用并服务与科研
工作的重要先决条件。保证团队
力量发展壮大，才能为自身发展
赢得更多空间。 

——山区发展·张继飞 

支撑支部 

在支撑服务岗位上，坚
定服务至上，认真负责
实验检测，耐心指导学
生，为特色所的建设添
砖加瓦。 

——支撑·吕娟 

后勤就是绿叶，去衬托科
研这朵红花，让它越来越
壮大，越来越鲜艳。 

——支撑·陈显斌 

只有以“工匠精神”
为“靶心”，精准服
务，才能不断提升业
务水平。 

——支撑·王伟 

我目前所开展的科研工作主要围绕国家“一带一路”减灾需求，重点关注“一带一路”经济廊道灾
害及其危害、气候变化条件下自然灾害活动特征、灾害风险及其防范、重大工程减灾等科学问题。
面对众多的科学问题，创新合作机制，广泛联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减灾科技人员和灾害风险管
理人员，发挥不同国家和地区科学家的创新思维与智慧，协同攻关，在灾害理论、减灾技术和风险
管理机制方面取得突破，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沿线国家减灾及可持续发展。我们所致力于
为“增强我国防御山地灾害能力、保障山区生态安全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
撑，“除害兴利、减灾为民”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要解决山区面临实际问题的技术与方案，在全
面实现小康和百年目标中做出科技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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