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赣州开放大学，是国家开放大学江西分部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一所以促进终身学习为使命、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
撑、以“互联网+”为特征的新型公办高等学校。学校前身为赣
州广播电视大学，成立于1979年2月。2021年8月经赣州市人
民政府批准更名为赣州开放大学。学校实行系统办学、分级
管理的办学体制，承担对全市22个县级开放学院（学习中心）
的业务指导。

招生专业

1.本科专业

专科起点本科专业（方向）
金融学、法学、汉语言文学（师范方向）、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土木工程、药学、护理学、工商管理、会计学、行政管
理、学前教育、公共事业管理（学校管理方向）、公共事业管
理（家庭及社会教育指导方向）、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数学与应用数学、英语、小学教育、书法学、教育技术学
（在线教育方向）

教育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
本科（专科起点）专业
园艺、农村区域发展

2.专科专业

高中起点专科专业（方向）
金融服务与管理、法律事务、护理、行政管理、公共事

务管理（学校及社会教育管理方向）、工商企业管理、大数
据与会计、学前教育、中文、建筑工程技术、建设工程管理、
工程造价、水利水电工程智能管理、大数据技术、药学、现
代物业管理、社会工作、茶艺与茶文化（茶文化方向）、道路
与桥梁工程技术、电子商务、数控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
广告艺术设计

教育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
专科（高中起点）专业
园林技术、园艺技术、畜牧兽医、现代农业经济管理、

行政管理（乡村管理方向）、工商企业管理（乡镇企业管理
方向）、休闲农业经营与管理、党务工作

“新型产业工人培养和发展助力计划”
专科（高中起点）专业
计算机网络技术（网络管理方向）、电气自动化技术、

现代物流管理、应用化工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眼视
光技术

招生报名

1.报名对象及条件

专科起点本科专业（方向）
具有国民教育系列相同或相近专业高等专科（含专

科）以上学历者。
高中起点专科

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
生或具有同等学力人员。

药学专业
招生对象为医药卫生等相关行业从业人员。
护理学专业
专科起点本科专业（方向）：招生对象须是持有护士执

业资格证书的在职人员。已经获得国家开放大学护理专
业专科学历的“专升本”新生，可不再提供相关执业资格证
书证明材料。

高中起点专科专业（方向）：招生对象为中等专业学校
毕业、持有护士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

2.报名途径

赣州开放大学不与中介机构合作招生，报名学生可
选择：

关注“国家开放大学招生”官方微信公众号（OUCZ⁃
BZSB）报名。

登录查询赣州开放大学招生网站相关信息。
网站：http://www.gzrtvu.com/
直接到所在地的开放大学办学体系（联系方式见右

表）报名。

3.报名材料

（1）报读者需按国家开放大学报名要求填写报名表
并签订入学资格承诺书，同时提供符合报读要求的前置
学历毕业证书、本人身份证、有特殊入学要求专业的在职
在岗证明及其他所需材料（以上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及复
印件）。

报读本科专业人员还需提供“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
网”下载打印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复印件或

“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中心”出具的认证报告原件。所
有报读者需要通过国开照片采集工具微信小程序采集新
生照片。

除以上材料外，异地生源（身份证非 36开头）报读者还
需在报名学习中心与招生老师合照，并按要求出具在学习
中心所在行政区域的居住或工作证明，例如户口本、房产
证、居住证、社会保险缴纳证明、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租
房协议等。

（2）以高中同等学力条件报名专科专业的人员还需按
要求提供相应佐证材料（具体请查看赣州开放大学招生对
象及条件中的同等学力认定条件）。

4.报名录取

报名工作按照国家开放大学学历教育有关规定执
行。报读者通过入学资格审核后，注册入学。

收费标准
专科起点升本科学费 5680元
高中起点升专科学费 4180元

收费明细
本科学费 80元/学分

专科学费 55元/学分

注册建档费 180元/生（报名时一次性收取）

教材费 据实另收

注：收费标准按照《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省财政
厅 江西省物价局关于江西电大开放教育本科试点
收费标准的批复》（赣教计字〔2000〕274 号）和《江西
省 发 展 计 划 委 员 会 关 于 同 意 调 整 江 西 电 大 开 放 教
育 专 科 收 费 标 准 的 批 复》（赣 计 收 费 字〔2002〕694
号）执行。

毕业及颁证
学生学籍自注册入学起八年内有效。高中起点本科

专业最低修业年限五年，专科起点本科专业、专科专业最
低修业年限均为二年半。

国家开放大学实行学分制。学生在学籍有效期内取
得规定的毕业所需学分、思想品德鉴定符合要求，准予毕
业并颁发国家开放大学毕业证书；毕业证书可在教育部学
历证书查询网站-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www.chsi.com.
cn）查询。

本科学生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申请国家开放大学
学士学位；学位证书可在教育部学位证书查询网站-中
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www.cdgdc.edu.cn）查询。

国家开放大学的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样例

联系方式
赣州开放大学网址：www.gzrtvu.com
赣州开放大学招生处咨询电话：0797-8133665
赣州开放大学招生处监督电话：0797-8136199
赣州开放大学招生处联系邮箱：gzkdzs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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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放大学江西分部 赣州开放大学2024年秋季学期开放教育招生简章
赣州开放大学2024年秋季学期开放教育招生学习中心公示名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学校名称

赣州开放大学校本部

信丰县开放学院教师
进修学校校区

信丰县开放学院县委
党校校区

定南县开放学院

宁都县开放学院

大余县开放学院

瑞金市开放学院

安远县开放学院

全南县开放学院

兴国县开放学院

寻乌县开放学院

会昌县开放学院

赣州市南康区开放学院

崇义县开放学院

于都县开放学院

赣县区开放学院

章贡区开放学院

蓉江新区开放学院

上犹县开放学院（上犹
绿色发展人才学院）

龙南市开放学院（龙南
新兴产业人才学院）

石城县开放学院

江西分部赣州工业职业
中等专业学校学习中心

联系地址

赣州市章贡区黄屋坪
路 29号
信丰县嘉定镇信安路

信丰县信雄大道北中
共信丰县委党校

定南县清华大道

宁都县梅江镇环西南
路 57号
大余县南安镇余西街
建设路 26号
瑞金市青年路华融希望
小学院内瑞金市教体局

安远县安远大道教育
园区南端

全南县南海大道 23号
兴国县高兴镇蒙山村319国道旁

寻乌县长宁镇中山路118号
会昌县教育园区同济大
道东端

赣州市南康区益民路10号
崇义县阳岭大道 50号
于都县贡江镇楂林村

赣州市赣县区城北教
育园区北斗路

赣州市章贡区宋城路83号
赣州市蓉江新区高校
园区

上犹县黄埠镇金山北大
道（上犹中等专业学校）

龙南市人才产业园（金
华大道 1号）

石城县琴江镇振兴大
道 191号
赣州市章贡区健康路61号

联系人

徐青云

胡修绫

徐秀萍

任智华

陈志强

王晓玲

梁文昌

杜健

邓荣书

潘光发

刘晓珍

杜世圣

赖敏玲

赵华棣

陈金雨

黄平生

廖磊

邱思宇

肖飞莲

唐智剑

熊厚金

尹国华

联系电话

0797-8133665
0797-3311330
0797-3361247
0797-4260632
0797-6836976
0797-8732134
0797-2534328
0797-3701023
7972631190

0797-5201701
0797-7209969
0797-7887610
0797-6618360
0797-3815406
0797-6327810
0797-4424689
0797-8086326
0797-8361989
0797-2080001
0797-3559755
0797-5711158
0797-8118666

咨询与投诉邮箱

gzkdzsc@163.com
1084535027@qq.com
40556674@qq.com
dnjx4260632@163.com
ndky2023@163.com
523627731@qq.com

rjjxxx@163.com
ayxwdx@163.com
qnjyjpxb@163.com
380716519@qq.com
309474367@qq.com
170443747@qq.com
837801738@qq.com
554804246@qq.com
ydxkfxy@163.com

417275007@qq.com
9089172@qq.com
qsy77@163.com

381580684@qq.com
t13970764970@163.com
sczxxzb@163.com

625515415@qq.com

联系人手机号

13979708938
13870727667
13687973086
18979705969
13979722512
13870792261
15070159336
15070184888
13767716608
19979830079
13763992661
15979784773
15070150213
15979755288
13803571754
13979739582
18370436875
13907978262
13766323366
13970764970
13767700256
15879795208

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

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7月 15日至 18日在北京举

行。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

称“《决定》”）。

这次全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

主题擘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举措，向世

界释放新时代中国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

的强烈信号。多国人士表示，中共二十届三中

全会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深远意义，既为推动

中国式现代化规划前进路径，也为促进中国与

世界共同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继往开来 影响深远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共二十

届三中全会注定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确定

了未来中国政治、经济等重要领域的关键政策，

为中国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

道路和方向。”老挝资深外交官西昆·本伟莱在

反复阅读全会公报后对新华社记者说。

巴西政治经济学家马科斯·皮雷斯说：“中

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习近平

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为世界

探索和平发展之路指明了前行方向。”

全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

标。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总结和

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

的宝贵经验，贯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

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等原则。

“这次三中全会科学谋划了围绕中国式现

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泰国国

家发展管理研究生院副教授李仁良说，“从全会

释放的信息看，中国的发展方向具有高度的确

定性和连贯性，是中国经济社会建设不断取得

新成就的重要保障。”

在英国 48家集团俱乐部名誉主席斯蒂芬·
佩里看来，中国是有能力将短期、中期和长期目

标统筹兼顾的国家，这在世界上并不多见。

“中国政策的优势一直在于战略远见和发

展规划。”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

席米夏埃尔·舒曼对全会确定的中国全面建成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表和路

线图”印象深刻。

韩国韩中城市友好协会会长权起植认为，

全会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中国聚焦深化改革、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绘制蓝图，也在于倡导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一步扩大开放、促进合

作共赢，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中为世界发展

注入信心和动力。

“全会的影响力是超越国界的。”阿拉伯-
中国友好协会联合会执行主任阿里·优素福

说，“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有利于全球的和平与

发展。”

“中国的发展成就向世界证明，无需照搬西

方国家发展模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完全可以

走出一条光明的现代化之路。全面深化改革正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益实践。”

瑞士共产党总书记马西米利亚诺·阿伊说。

巴西政治经济学家、圣保罗州立大学经济

与国际研究所协调人马科斯·皮雷斯指出：“中

国的发展影响整个世界，中国经济质和量的飞

跃将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

系统部署 指明方向

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的指导思想、主题、总目标、重大原则、根本

保证，提出 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对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国际社会对此密切

关注，力求透过全会观察、了解中国改革的前进

方向。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多国人

士不约而同提到的全会“关键词”。他们认为，

从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到提升国家创新

体系整体效能，全会把创新摆在突出位置，将为

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和

动能。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绿

色低碳发展”“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坦

桑尼亚《卫报》国际版主编本杰明·姆加纳关注

到全会公报中的这些表述。他说，全会释放的

信号表明，中国注重创新和绿色发展，“这将进

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使中国经济更具

可持续性和韧性”。

埃及阿拉伯科学技术与海运学院经济学教

授卡里姆·乌姆达指出，中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已成为全球创新版图中

的重要力量。在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

中国还乐于与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和先进技

术，推动创新合作。“特别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它

们与中国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农业和环境

研究等各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成果，带来了显

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罗马尼亚翻译家伊万·布杜拉关注全会提

出的“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

革”。他认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十分富有远见。“中国高度重视人才培养

和教育事业，这种重视不仅有助于国家的长远

发展，也为全球提供了宝贵经验。”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

研究主任伊曼纽尔·马坦博注意到，全会强调

“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健全保障和改

善民生制度体系”。他说，中国把解决好“三农”

问题置于重要地位，保障农产品供给安全，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有利于解决城乡间发展不平衡

问题，对全球减贫事业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摩洛哥非洲中国合作与发展协会主席纳赛

尔·布希巴说，全会对“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

度体系”作出重要部署，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真正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代表了广大人

民利益，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树

立了榜样”。

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阿拉伯-中国友好协

会联合会执行主任阿里·优素福对此有共鸣。

他说，中国既有庞大高效的高速铁路网等硬件

设施，又有令人惊叹的强大社会凝聚力，这与中

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密切相关。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

维·古德曼对全会提出“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深有感触。他

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定义中，人与自然理应

和谐共生，人类活动必须对生态环境负责，这为

世界带来重要启迪。”

联动世界 共创未来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全会通

过的《决定》就对外开放作了专门部署，涉及稳

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

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

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

等，释放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

乌姆达认为，全会关于完善高水平对外开

放体制机制的重要部署表明，中国的对外开放

具有很强的政策连贯性，以开放促发展的方式

高效且可持续。

“全会传递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

坚定决心，令人振奋。”南非金山大学经济与商

业学院经济学教授詹尼·罗索乌认为，这必将进

一步增强中国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吸引力。

“我们对在中国市场持续投资、深耕业务充

满信心。”泰国开泰银行高级副总裁蔡伟才说，

作为一家外资银行，开泰银行的发展受益于中

国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其对华业务也将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脚步不断拓展。

“中国的发展经验向世界证明，机遇不会因

分享而减少，合作共赢才是发展之道。”伊拉克

共产党总书记拉伊德·法赫米认为，全会为中国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加强同世界经济的

联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他说，

近年来，中国在数字经济和新能源领域的快速

发展吸引了包括伊拉克在内的诸多发展中国家

的目光，期待南南合作之门越开越大，也相信互

利共赢的机遇会越来越多。

墨西哥城自治大学国际政治研究员爱德

华多·齐利指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成

就证明，各国走深化了解、取长补短、协同发展

的合作道路完全可行，“这是一条越走越宽的

共赢之路”。

印度尼西亚大学战略与全球研究学院国

际关系专家穆罕默德·西亚罗尼·罗菲认为，中

国通过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全球

开放合作的大平台，为各国提供重要机遇，展

现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成果对全球发展的积

极影响。

乌兹别克斯坦政治观察家沙罗菲丁·图拉

加诺夫关注到，全会强调“必须坚定奉行独立

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

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他认为，全

会的决策部署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的现代化

事业将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

力。“当今世界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中国

努力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

球文明倡议，这对应对全球挑战和威胁具有重

要意义。”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坚持系统观念，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一

个宝贵经验，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的

一条重大原则。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加强对

改革整体谋划、系统布局，使各方面改革相互配

合、协同高效。

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对改

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

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

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许多领域实

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所以“也是划时代的”，一个重

要方面就在于坚持系统观念，系统整体设计推进

改革，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谋划和推进改革，必

须坚持系统观念、全局观念，强化战略思维、辩

证思维，分轻重缓急，更加注重系统集成。要加

强改革举措协调配套，推动各领域各方面改革

举措同向发力，增强整体效能。”全会通过的《决

定》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框架下谋划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统筹部署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各领域

改革，注重全面改革、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其

重要特点。

必须深刻认识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只有坚定不移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人民当家作

主具体、现实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

各方面，才能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

政治局面；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只

有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协同推进立法、执法、司

法、守法各环节改革，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

法治化，才能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只有增强文化自信，加快

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激发全民族文

化创新创造活力，才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

入强大精神力量；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只有坚持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

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只有完善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完

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

制，才能建设美丽中国、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

设新篇章。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发展和安全是一体

之两翼、驱动之双轮，需要统筹兼顾、同步推进，

实现动态平衡、相得益彰。必须深刻认识到，国

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只

有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维护国家安全

体制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

动，才能切实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坚持

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深入实施改革强军战

略，才能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基本

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

革，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认真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运用好系统观念这一

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系统集

成，形成推进改革的合力，真抓实干、善作善成，

中国式现代化就一定能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更
加
注
重
系
统
集
成
，使
各
方
面
改
革
相
互
配
合
、协
同
高
效

—
—
论
学
习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
精
神

□

人
民
日
报
评
论
员

为现代化开辟广阔前景
为共同发展开创共赢通途
——世界瞩望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的改革开放新蓝图

□新华社记者邱夏 樊宇 汤洁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