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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连樟村首次举办“乡村
春晚”，晚会中，连樟村村民们用
歌舞、 民俗戏剧等节目形式展现
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精神风
貌，寄托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的美好愿景，引来阵阵喝彩。

“特别自豪！ 春晚很有过年气
氛。 村子的变化非常大，简直就是
一天一个样， 村容村貌变漂亮了，
很多像我这样的外出务工人员都
回乡创业，一家团圆。 ”陆秀媚是连
樟村舞蹈队队长，她介绍，舞蹈队
现已有 50 个成员，2019 年， 清远
市妇联和连樟村结对共建，专门安
排老师教舞蹈队排练舞蹈，“希望
以广场舞为引子，让更多妇女走出
去交流互动，取长补短，发挥妇女
在家庭的带动作用， 提振精神面
貌，促进家庭文明建设。 通过弘扬
优秀家风，带动好村风、好乡风。 ”

除了精彩的春晚表演外，当
天还有“我为家乡做件事”返乡青
年公益集市，包括写春联、为村民
们免费拍摄全家福等活动。

连樟村支部书记陆飞红表
示，举办此次活动旨在回顾、展示

一年来连樟村在脱贫攻坚、 乡村
振兴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展现连
樟村作为广东乡村振兴的典型代
表， 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中发挥
的先锋示范作用。同时，激发村民
脱贫致富的斗志和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勇气和决心。

当天下午， 连樟客厅内还举
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党课。 碧桂
园集团党委与连樟村党总支部开
展村企党建共建主题党日活动，
党员们以“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
为主题共同学习。

连樟村下辖周洞、七坑、根竹
坪等 17 个村民小组，共有 482 户
2225 人。 过去，由于地处偏远山
区，村里山多地少，靠人均不足半
亩的水田难以维持生活， 集体经
济匮乏，长期处于贫困之中。

现在的连樟村，楼房整洁、道
路环村、产业多样、环境优美，每
到节假日， 前来游玩的城里人络
绎不绝。 2018 年，连樟村获得了

“中国最美村镇乡风文明奖”，位
居“英德市十大最美乡村”评选网
络投票首位。

羊城晚报： 陈克复院士获得
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 在广东
省内高校实现了 “零的突破 ”，这
对华工而言，意味着什么？

章熙春： 陈克复院士团队研发
的成果“制浆造纸清洁生产与水污
染全过程控制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紧贴国家和区域创新发展需求，解
决了造纸行业污染的问题， 通过科
技创新助力传统行业转型升级，为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做出很大的贡
献。 这充分体现了华工科研工作者
“板凳要坐十年冷”“敢为天下先”的
精神， 以及华工人为国家重大需求
敢于担当、敢于拼搏的精神。

从 1952 年重新组建华南工
学院提出“办大学就要创一流”的
目标开始，到今天的“双一流”建
设 A 类高校， 我们是靠发愤图
强、自我拼搏的精神在办学。

世界一流大学应产出一流的成
果，作出一流的贡献。 多年来，从华

工产生的一流成果与一流贡献数不
胜数， 如多项高新技术应用在港珠
澳大桥等国家超级工程中； 脑机协
同与混合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各种
日常康复护理和特殊群体， 并连同
科大讯飞一同让“脑控”成为现实；
氧化物 TFT 等关键核心技术不仅
在 OLED 显示领域联合广东聚华、
华星光电等企业研制出了全球首台
喷墨打印可卷绕柔性 OLED 屏，而
且还突破了国外技术在电子纸领域
的垄断， 在宁波市建设全国首条电
子纸产业化生产线……

当前学校正处于建设世界一
流大学爬坡过坎的关键历史时
期，学校将一如既往坚守初心，勇
担使命，重点瞄准国际前沿、国家
和广东省重大战略需求， 对接粤
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
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产
出原创性的重大成果， 加快世界
一流大学建设步伐。

昔日贫困村 今天变“ ”
———连樟村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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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专访华南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章熙春

揭秘广东创新中的
“华南理工密码”

案例 1
� � � � 本科生实验室走出
“华南虎”，两度夺冠登
上央视

2019 年 9 月 1 日晚 ， 华南
理工大学机器人实验室华南虎
战队三名学生登上央视 ， 参加
由中宣部 、教育部 、中央广播电
视 总 台 联 合 推 出 的 特 别 节
目———《开学第一课》。

华南理工大学机器人实验
室是学校近年来在 “双创 ”教育
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代表 ， 也是
学 校 规 模 最 大 的 本 科 生 实 验
室 ，已申请 335 项国家专利 ，目
前发明授权 27 项 ，实用新型授
权 119 项 ；近四年获得 77 项省
级以上科技竞赛奖项 ， 其中国
家级特等奖 3 项 、 一 等 奖 26
项 。 而由实验室组建的华南虎
战队 ，蝉联第十六届 、第十七届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鄄
Master 机甲大师赛总冠军。

案例 2
� � � � 90 后华工校友为
机器人做“大脑”，登中
国准独角兽 TOP50
� � � � 2018 年 10 月 13-15 日，第
四届中国 “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厦门大学
举行 ，华南理工大学 2009 级软
件工程专业毕业生王一负责的
项目“齐悟大脑”荣获金奖。

王一这名 90 后具有近 10
年移动互联网及 AI 项目开发管
理经验 ， 先后获得首届粤港澳
大湾区青年创新创业榜样选拔
活动创业青年英雄榜前 10 强 、
2018 年度全美华裔“30 位 30 岁
以下优秀创业者 ”、福布斯中国
2018 年度“30 位 30 岁以下创业
精英 ”、 胡润百富榜 2018 年度
“30 岁以下商业领袖”。

他用一句话概括他正在干
的事 ：做机器人的大脑 ，让机器
人能够理解人类的语言。 目前，
他的齐悟大脑-智能语音交互
技术 ， 已摘得中国科协企业工
作办公室 、 企业创新服务中心
组织的 2019“创世技”颠覆性创
新榜 TOP10， 并登上中国准独
角兽 TOP50。

1 月 10 日， 2019 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举行。 满

头银发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教
授陈克复登上领奖台， 接过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的证书。 该获奖项目不仅实现了广东省内高等学校
牵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励一等奖“零的突破”，还为中

国造纸业摘掉了“污染大户”帽子，贡献了造纸业绿色生产的
“中国方案”。

实际上，在广东科技创新领域，有不少人才、方案都来自同
一所高校———华南理工大学。 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华工校友为
“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 比如，无线电“50177 超
级班”出了我国彩电“三巨头”：TCL 总裁李东生、创维集团创始
人黄宏生、康佳集团前总裁陈伟荣；机械专业出了“格力之父”
朱江洪、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

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 90 年代，珠三角近 60%的企业负
责人或技术骨干是华工校友。 新一轮创新创业大潮中，华工已
有 5 位新生代创业校友入选福布斯 30 岁以下精英榜单。

这所“双一流”高校中，到底蕴藏着多少创新秘
密？ 它将如何继续为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带来

持续动力？ 1 月 15 日，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了
华南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章熙春， 揭秘

广东创新中的“华南理工密码”。

羊城晚报：去年 9 月，华工广
州国际校区正式开学 ，社会各界
寄予厚望 ，目前 “成绩单 ”怎么
样？

章熙春：华南理工大学广州
国际校区是教育部、 广东省、广
州市跟学校四方共建的。 整个建
设过程创造了“广东速度”“广州
速度”。

作为“新工科 F 计划”领军
人才培养试验区，第一批学生的
培养效果初显，“新工科”人才培
养新模式初步形成，高等教育在
地国际化先行示范效应逐步显
现。 2019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获得者、美国三院院士格雷
格·塞门扎教授来访时这样评
价：“广州国际校区是一个非常
了不起的计划和想法，它不仅有
助于聚焦发展全新的研究重点，
更是一个培育新型人才、提升中
国高等教育水平的绝佳机会。 ”

该校区构建“通识 + 专业 +
双创” 深度融合的课程体系、推
行“小班 - 探究 - 全英”教学，
推进“5I” (学科交叉融合 、产学
研合作 、国际化教育 、工程深度
学习 、本研贯通 )多维培养，全面
推进“新工科 F 计划”，着力培养
“三创型” (创新 、创造 、创业 )工
科领军人才； 以“书院 + 学院”
的全员导师制育人新理念构建
一站式学生成长社区，成为全国
典型示范高校。

虽然开学不久，但校区高水
平科研及科技成果论文已层见
叠出，其中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团队完成的一项引领世界前沿
的研究成果，在国际权威学术期
刊 Nature� Chemistry 上发表 ；
依托学校牵头的人工智能与数
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等建设，推
动筹建“中英大学人工智能联
盟”， 助力校区多个学科的发展
及科研成果转化。

羊城晚报：对接粤港澳大湾
区科创需求 ，华工在 “新工科 ”人
才培养方面有什么经验和计划？

章熙春：数据显示，我们的
毕业生超过 80%都在广东就业。

早在 1999 年， 学校就在全
国率先提出“三创型”人才培养
目标，形成了人才培养的“华工
模式”，这个理念非常超前。 长期
以来，华南理工大学在学术创新
人才、科技型企业家、研究型工
程师培养方面成效突出， 为区
域、国家乃至全球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目前， 学校依托广州国际校
区新的办学条件和新的体制机
制，全面实施“新工科 F 计划”，
加快培养面向未来的工科领军人
才， 同时瞄准诺贝尔奖获得者、
发达国家院士、 世界一流大学资
深教授等高层次创新人才， 倾力
打造一支国际化、 高水平师资队
伍。 未来，我们还将引入大疆、广
汽集团、 南方电网等企业资源，
共建“未来创新实验室”等。

国际校区有非常多目标，最
重要的目标就是培养全球工科
顶尖人才，为世界贡献“中国方
案”。

羊城晚报：华工被誉为 “工
程师摇篮 ”“企业家摇篮 ”， 您认
为在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
创中心建设方面 ，华工应发挥怎
样的作用？

章熙春：在国家推动建设粤港
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的重大历
史机遇期，华南理工大学将瞄准世
界科技前沿，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坚持“顶天立地”科技创新。

一是加强原始创新能力攻
关。我们聚焦信息科学、材料科学、
脑科学、量子科学等领域的世界前
沿科技方向，加强“从 0 到 1”基础
研究，培育战略性、前瞻性重大基
础研究成果，在引领原创成果方面
实现重大突破，从源头上解决国家
受制于人的重大科学问题，增强支
撑粤港澳大湾区引领创新驱动发
展的源头供给能力。

二是布局建设世界一流重大
科技创新平台，服务粤港澳大湾
区科技创新。 加强集成电路、人
工智能、新一代信息、高端装备
制造、生物医药、第三代半导体
材料等重点领域核心关键技术、
产业共性技术及新兴产业技术的
集成攻关，突破一批制约产业发
展的“卡脖子”技术，支撑粤港澳
大湾区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

三是布局建设国家重点实验
室、广东省实验室、基础研究前沿
科学中心、 技术集成攻关大平台
等一批高起点的科技创新大平
台，依托广州国际校区“新工科”
领域， 推动建设一批学科交叉研
究院，逐步打造成以大科学装置、

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为核心的科技
创新平台群，形成基础研究、应用
研究、 技术研发等全链条的科技
创新平台体系， 产出一批国际领
先水平的原创成果， 形成若干引
领产业发展的高技术成果。

四是构建更加开放的人才政
策体系， 打造若干瞄准国际科学
前沿的基础研究团队和服务粤港
澳大湾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应用研
究团队， 支撑大湾区构筑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人才高地。

羊城晚报：华工有多个国际
顶尖水平的学科 、平台 ，学校如
何布局落子 ，促使更多学术成果
走出实验室，造福社会？

章熙春：我们重点在三方面进
行部署。首先是构建融入产业链的
学科专业集群。聚焦国际科技前沿
和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需要，重点在
广州国际校区围绕人工智能、新材
料、生物医药、生命健康等新兴交
叉学科领域建设 10 个新工科学
院，与国家、广东大力发展的战略
新兴产业，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未
来布局的产业紧密契合。其次是培
养引领未来的工程领军人才，为粤
港澳大湾区提供强有力人才支撑。
最后是完善全链条科技成果转化
体系，建设一批集原始创新、技术
研发、成果转化于一体的高水平研
究院。目前已组建华南软物质科学
与技术高等研究院、广州智能工程
研究院、生物医学与再生医学粤港
澳联合研究院、 华工 - 港科大联
合研究院，这些研究院全部由顶级
科学家领衔。

培养全球工科顶尖人才
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

科技创新“顶天立地”
突破“卡脖子”技术

一一流流大大学学就就该该出出一一流流成成果果
作作一一流流贡贡献献

寒冬腊月， 在广东省清远英德市连樟村的油菜花地里，
一批又一批游客已经提前来赏花“打卡”。 近三年来，连樟村
作为广东脱贫“先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子的公交
车通了，迎来络绎不绝的都市人；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建成
了，农作物收获丰硕；返乡青年开办农家乐餐厅，一桌桌农家
菜陆续开席……一幅幅村美民富的画卷在连樟村徐徐展开，
这条昔日凋敝的山区贫困村已变为名副其实的“网红”村。

1 月 18 日， 在广东省扶贫办、 广东省青年联合会指导
下，由英德市委市政府、碧桂园集团党委、国强公益基金会联
合连江口镇连樟村总支委共同举办的 2020 年连樟村“乡村
春晚”系列活动在连樟村举行，活动展示了连樟村在脱贫致
富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村民们提前庆祝丰收年。 而作为全国
首个“5G 村”，本次活动还在多个网络平台同步直播，吸引
了 588 万人次在线观看。

产业兴则乡村旺。 在碧桂园
连樟村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记
者看到许多村民实现在家门口
就业。

村民陆国建夫妇上有老下
有小，日常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
计，收入很不稳定。 得知现代农
业示范园提供免费农业技术培
训后，他们立即报了名，想学习
新型农业种植技术。 经过一个月
的培训，他们掌握了全套先进的
农业种植栽培技术，现在负责园
内 4 号大棚樱桃番茄的日常管
理工作，夫妇二人每个月收入超
过 6000 元， 比过去增长了近十
倍。“从传统农民变身新型职业
农民， 不用背井离乡外出打工，
我们很幸福、很满足！ ”

2019 年 5 月 15 日，碧桂园
连樟村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正
式奠基。 3 个月后，一片普普通
通的农田变身成了一个现代化
农业科技示范园。 园区总占地面
积 74 亩，11 栋荷兰弧顶温室大
棚鳞次栉比地坐落在园区内。

据连樟村现代农业科技示
范园的负责人何为介绍，园区温
室大棚引进了荷兰骑士水肥一
体化系统及智能环控系统，每一
个温室棚内都配置一个智能小
型气象站，光照、湿度、温度、二
氧化碳浓度等都可实现自动监
测。 除新型温室大棚外，园区水
肥一体化控制中心、智能灌溉系
统、物联网自动控制系统、农产
品分拣包装中心以及冷库等一

应俱全。 不仅节省人力、提高产
能， 还实现了水肥循化再利用，
减少农药的使用，确保产出的农
产品绿色天然。

“扶上马、送一程。 ”何为用
这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他正在
做的事业。“这个项目的建设初
衷就是希望促进小农户与现代
农业的有效衔接，也是破解城乡
二元结构的典型示范基地，帮扶
连樟村打造一个可造血、可持续
的产业业态，形成良性循环。 ”

据了解， 为了帮助连樟村村
民摘掉“贫困帽”，碧桂园组建专
职扶贫队进驻连樟村， 推进各项
扶贫举措。 按照“4+X”帮扶模式，
以党建扶贫为引领， 与村党支部
进行结对共建； 以产业扶贫为抓
手，引入农家乐等业态，设立产业
发展基金，支持发展麻竹笋、红薯
等基地；以就业扶贫为试点，将家
政、电工培训开设进村；以教育扶
贫为助力， 资助贫困学子完成学
业； 开展村容村貌人居环境整治
和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厕所革
命”，发展乡村旅游等。

如今，连樟村以现代农业科
技示范园、乡村振兴综合示范区
为主要平台，构建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体系， 推进产业扶
贫，已全面帮助村民摘掉了“贫
困帽子”。 截至 2019 年底，连樟
村 54 户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目
标，有劳动力贫困户人均可支配
收 入 为 13125 元 ， 同 比 增 长
11%。

过水汀步、连樟碧道、现代
农业科技示范园、 乡村振兴学
院、连樟客厅……蓬勃发展的连
樟村不仅惊艳了游客，还吸引了
不少中青年人返乡创业，共同参
与脱贫攻坚工作， 助力乡村振
兴。 18 日活动当天，在“我为家
乡做件事” 返乡青年公益集市
上，他们各自发挥才艺，希望让
更多人了解家乡，为家乡的发展
出一份力。

集市上，陆秀媚的酸甜萝卜
赢得了游客的赞誉。 去年，她主
动报名参加碧桂园的粤菜师傅
培训班，学习烹饪的本领，希望
未来能在家乡开农家乐。

连樟村的媳妇傅雪珍在去
年 3 月和丈夫毅然辞去工作回
村，在碧桂园援建的商业街里做
起小生意， 卖自产的麻竹笋干、

百香果等土特产。 借助微信平
台，她还在朋友圈卖货，让更多
人认识连樟村。

陆志光、陆雄晖父子俩原本
在英德市做茶叶生意。 但为了助
力连樟村的发展， 他们在 2018
年选择回家，承包了碧桂园援建
给村集体的“农家乐”餐厅。 刚起
步时，生意不好。 但在社会各界
的帮助下，连樟村发展乡村旅游
经济，餐厅生意越来越好。

今年 50 岁的低保户陆奕和，
家中有 6 口人，妻子患精神病，生
活不能自理，医药费用支出较大；
父亲年迈体弱，孩子又尚在上学，
他是家中的唯一劳动力。

“因为家中的大小事务牵扯
不能外出打工， 以前我只得在村
里种几亩田，上山砍柴卖，再靠亲
戚的帮助和打零工勉强维持生

计，生活过得很艰苦。但现在在家
门口就能解决就业问题， 日子有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陆奕和告诉
记者，他 2018 年在碧桂园的大棚
蔬菜种植基地承包了 3 亩地，一
年下来， 蔬菜种植基地收入接近
3 万元。2018 年，他还向英德农村
信用社申请到了 5 万元财政贴息
贷款，包下了 60 多亩的竹山种植
麻竹笋。 在连樟村村委会的帮扶
下，陆奕和每天晚上坚持学习，还
主动考取了电工证。

“农忙之余，我在连樟村乡
村振兴学院做安保帮补家用。 加
上大女儿出来工作了，小儿子考
上了本科， 二女儿考上了大专。
现在， 算上大女儿工作收入，去
年家庭收入预计在 10 万元左
右，我们家在这么多年来有了第
一笔存款。 ” 陆奕和说。

劳动力返乡共同谋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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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英德连樟村新貌

2020 年 1 月 18 日，广东英德连樟村“乡村春晚”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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