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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王希勤任

职的通知》（教党任〔2016〕163 号），

经中共教育部党组研究并与中共北京市委

商得一致，中共教育部党组决定任命王希

勤同志为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常委。根据

《教育部关于王希勤任职的通知》（教任

〔2016〕72 号），教育部经研究决定，

任命王希勤为清华大学副校长。

王希勤，男，汉族，1968 年 6 月出

生，江苏泰县人，1990 年 11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博士，教授。1986 年 9 月考入

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1989 年更名

为电子工程系），1991 年 7月本科毕业。

1991 年 9 月免试推荐直接攻读电子工程

系博士学位，1996 年 8 月博士毕业留校

工作。曾任电子工程系党委副书记、副

主任，2006 年 12 月任电子工程系主任，

2010年11月任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

2012 年 8 月任人事处处长、人才资源开

发办公室主任，2015 年 9 月任监察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2016年 2月任校长助理。

2016 年 12 月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

长。曾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船

舶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教委

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奖励。目前担任中国电

子学会理事、监事。

教育部任命王希勤为清华大学副校长

3 月 4 日，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成立

大会暨健康医学前沿论坛在主楼举行。校

长邱勇，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姜胜耀，

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雁灵，临床医学院首

任院长董家鸿，医学院院长董晨等出席。

邱勇在讲话时说，清华大学于 2001

年成立了医学院，经过 16 年的艰苦创业，

医学院已汇聚了一批杰出的学科带头人和

优秀的青年学者，在基础医学、生物医学

工程、全球健康等学科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医学实验班培养医师科学家的教育改革走

出了一条新路。临床医学从无到有、艰难

起步，在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获得了

长足发展。2016 年 12 月 21 日，学校决

定在医学院下成立临床医学院，与医学院

现有的基础医学、生物医学工程、公共健

康学科等，共同构成清华医学学科的完整

体系。这是学校“十三五”学科规划的一

项重要布局，是清华医学迈向一流的关键

一步。

在成立仪式上，姜胜耀宣读了清华大

学成立临床医学院的决定。张雁灵代表中

国医师学会对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的成立

表示祝贺。董家鸿介绍了临床医学院在医

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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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育、医疗服务、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发

展目标和方向。随后，邱勇、张雁灵、姜

胜耀、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饶克勤、

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董家鸿等共

同为“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揭牌。成立

大会后举行了健康医学前沿论坛。

2016年12月30日上午，清华大学地球系

统科学系（简称“地学系”）成立大会在主

楼后厅举行。校长邱勇、副校长薛其坤，地

球系统科学系科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科技部

原部长徐冠华，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陈左宁

等16位院士及兄弟院校、科研机构的代表出

席。会议由副校长杨斌主持。

邱勇向地球系统科学系全体师生员工

表示热烈祝贺。他说，地球科学是解决当

今全球环境变化问题的重要手段，受到世

界科学界的普遍重视。地球系统科学具有

系统性、交叉性和定量化的特点，代表着

地球科学的主流发展趋势，具有广阔的发

展前景。地球系统科学系是清华学科总体

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会上举行了全

球变化青年人才基金捐赠仪式。经徐冠华

院士倡议，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中

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北京国遥新天地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和华风气象传媒集团首批

捐赠设立了该基金，旨在奖励全国从事全

球变化和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优秀青年学

者和研究生。会后，还举办了地球系统科

学学科发展论坛。

清华大学于1928年成立地理学系，第

一批学生于1929年秋季入学，是我国最早

开展地学学科教育和科学研究的高校之

一。1952年院系调整，地学学科从清华大

学调出。2009年3月，清华大学复建地学

学科，成立了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

  （李　婧）

清华大学成立地球系统科学系

2月24日，清华大学微电子所任天令

教授课题组在《自然通讯》上发表了题为

《具有声音感知能力的智能石墨烯人工

喉》的研究论文，该新型智能器件具有声

音收发一体化的特点，既能接收声音，又

可以发射声音，并且具有良好的生物兼容

性，贴附在聋哑人喉部便可以辅助聋哑人

“开口说话”。该器件是石墨烯在可穿戴

领域的全新应用，并有望在生物医疗、语

音识别等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近年来，任天令教授致力于石墨烯器

件的基础研究和实用化应用的探索，尤其

关注研究突破传统器件限制的新型微纳电

子器件，在新型石墨烯声学器件和各类

传感器件方面已获得了多项创新成果，如

柔性石墨烯发声器件、新型石墨烯阻变存

储器、光谱可调的石墨烯发光器件、石墨

烯仿生突触器件、可调石墨烯应力传感器

等，相关成果曾多次发表于《自然通讯》

《先进材料》《纳米快报》《美国化学学

会纳米》国际电子器件大会等。

清华大学微纳电子系博士生陶璐琪和

微电子所任天令课题组首次实现石墨烯智能人工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