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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公示第二批高校科
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

暨南大学入选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唯报道： 近日，教

育部公示了第二批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
和技术转移基地认定结果。 本次拟认定 5
个地方和 24 所高校为第二批高等学校科
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 （以下简称基
地），其中，暨南大学入选。

据了解，2019 年 2 月 28 日，教育部公
布了首批 47 所高校入选基地。 其中，中山
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入选。

教育部《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
术转移基地认定暂行办法》指出，基地的
主要目标是以服务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
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
科技创新对高校人才培养和“双一流”建
设的带动作用，打造一批体系健全、机制
创新、市场导向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
术转移平台。

广东医科大学
新增 2 个
博士工作站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唯、 通讯员冯锦山
报道：近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发布消息， 广东医科大学获批新增博士工
作站 2 个。 迄今为止，学校共有博士工作站
4 个，分别位于校本部、附属医院、附属第二
医院、广东湛江海洋医药研究院。

据了解，素有高端人才“蓄水池”之称
的博士工作站在服务博士、 博士后人员科
学研究、交流合作、安家立业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本次新增的广东湛江海洋医药研究院
是广东医科大学与湛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共建的湛江市第一个事业单位性质市场
化运作的新型研发机构。 主要业务聚焦南
海生物医药产业，加强海洋工程医学、海洋
生物医药和海洋功能食品领域研发， 打造
南海大健康产业。 近五年，研究院承担科研
项目 86 项，发表 SCI 收录论文 76 篇，专利
授权 16 项。

另一新增的是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博士工作站。 相关负责人表示，博士工
作站的设立， 将促进医院博士队伍发展壮
大，推进人才结构优化进入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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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州好”到“乐行广东”
以诗文诵读为先导，在边学、边走、边思、边读中深刻体验岭南文化
文 / 何宁 陈海云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
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
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8 月
4 日， 潮州牌坊街的状元牌
坊下， 突然响起了朗朗读诗
声。不少行人驻足观望：一群
身着荧光绿、胸前印有“羊城
晚报”logoT 恤的小记者正在广
州乐学品读行黄雨春老师的带
领下， 根据当时情境， 大声朗读唐代诗人孟郊的
《登科后》和刘禹锡的《乌衣巷》。

这是今年暑期《羊城晚报》策划的“品读岭南，
乐行广东”系列研学活动的第一站———潮汕。 此次
研学活动以诗文诵读为先导， 让学生在边学、边
走、边思、边读中，深刻体验广东各地文化。潮汕站
之后，小记者们还将奔赴增城、惠州、韶关等地，每
一期的综合性主题研学，不仅是一次学习之旅，也
是一次文化之旅。

2019 年 10 月 14 日， 为纪
念广州解放 70 周年，本报策划
了以“广州好”为主题的一系列
活动。 历时两个月，“再赋新词
广州好”活动，共征集到新词过
万首， 吸引 600 多万人次投
票，吸引 5000 多万浏览量，提
供诗词者的年龄从 8 岁跨越到
97 岁。 这是一次本土文化自
信的盛宴，是每一位生活在广
州这片沃土的人们欢呼雀跃
的活动。

去年“广州好”活动合作方
之一———广州乐学品读行是一
家满怀教育初心和使命的本土
教育机构， 其最具优势的辅导
科目是语文。 品读行语文课的
一大特色就是在教学中植入家
国情怀，“家”就是岭南、广州。
2019 年，品读行的专题课程“广
州印象” 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
评价，在本报举办的“广州好”
活动中， 把语文课开到永庆坊
和白云山，此次双方再度携手，
共同策划“品读岭南， 乐行广

东”活动，把语文课开到潮州、
惠州、韶关，开到韩愈、苏轼、张
九龄到过的地方。 品名人传，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真真正正地
做到“品”、“读”、“行”。

第一站潮汕研学营全体营
员已于 8 月 4 日出发前往潮州
开启研学活动。 此次研学营聚
焦位于唐宋八大家之首的诗人
韩愈， 游览韩愈笔下的历史文
化名城潮州，走访牌坊街，走进
饶宗颐学术馆、韩文公祠，走过
广济桥，漫步汕头老城区等，营
员们一步一个脚印， 体验潮州
古韵味及其折射出的文化造诣
和人文荟萃。

不少营员在研学结束的第
一天兴奋地向家长反馈学到了
不少知识。 营员黄伊玥的家长
说：“孩子说， 通过一天的研学
及晚上的诗词文化课程讲授 ，
孩子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潮
汕的民俗和很多的历史细节 。
我们为贵报这么用心和有创意
的策划活动点赞！ ”

“品读岭南，乐行广东”系列
研学活动在开营前还举办了岭
南文化公益课堂，让营员们在享
受岭南诗词的意境中，对岭南文
化也有一定的认识与了解。

潮汕营开营前夕， 由羊城
晚报教育发展研究院举办的岭
南文化公益课堂在羊城晚报报
业集团印务中心举行。 本次活
动特别邀请了羊城晚报教育发
展研究院特聘导师———华南师
范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黄德
初为学生带来《品读诗词，行走
岭南》的主题分享。

黄德初老师的课干货满
满，让营员们大呼过瘾，还未开
营， 营员们就已经对潮汕之行
充满了期待。

黄德初指出， 若想让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启迪我们的人生

智慧，提高我们的人生境界，首
先就要学会和了解它， 而作为
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岭
南文化， 特别值得我们去深入
认识与传承。

“了解岭南文化，我们可以
从岭南史诗入手。 ”黄德初说，
通过名人岭南诗词的解读，可
以为学生们翻开岭南文化别开
生面的一页。“读到苏轼，我们
很快能想到‘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 读到韩愈，
《论佛骨表》、《祭鳄文》 等诗文
可了解韩愈的生平……”

黄德初老师绘声绘色的讲
解， 让一个个具体的人物形象
跃然纸上， 学生们都感到收获
颇丰。

在品读岭南的过程中所习
得的文化知识也是应对如今大

语文时代的重要“武器”。 从近
年的中、 高考语文题目中可以
看出， 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受
到重视。 比如今年广州中考语
文卷里大量的阅读材料都贴近
广州本土，呈现岭南文化。

广州品读行语文教学总监
刘静锋解读道：“中考语文卷
中， 为永庆坊粤剧博物馆写对
联、 说明文阅读选了《广府灰
塑》都是这一主旨的体现。 这样
的阅读材料设置， 引导学生关
注我们的城市、 关注我们的生
活。 广府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代
表，是这所城市的精神标识，中
考偏本地化， 而阅读选材本地
化更接地气。 这样的材料让学
子体会优秀岭南传统文化的丰
富内涵，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坚
定文化自信。 ”

第一站潮汕营之后，“品读
岭南， 乐行广东” 系列研学活
动接下来将去到增城、惠州和
韶关，让同学们在阅读和旅行
中， 体验已经渗透到岭南社
会、精神生活各个领域的岭南
文化， 触摸岭南文化脉动，并
通过诗词文化课程进行知识巩
固与提升。

“品读岭南乐行广东”惠州
文化体验营和韶关文化体验营
正在火热招募中， 欢迎有兴趣
的学生踊跃报名。

第二站：增城、惠州
参与对象：30 名 8—14 岁

学生 （20 人成团 ，若不成团 ，费
用返还家长）

活动时间：2020 年 8 月 11
日—15 日

将增城农耕体验、 惠州自
然人文风情， 诗词文化讲授结
合于一体， 学生在原生态的自
然环境中， 可亲身体验农耕活
动，学会珍惜劳动成果，爱护自
然；在老师的诗词文化教育中，
普及岭南诗词文化历史， 同时
激发孩子在研学过程中的诗文
创作热情； 在与留守儿童与留
守长者的互动交流中， 学会爱
与给予。

据悉， 惠州站的带队老师
是梁佐林， 他是创意总监、作
家、跨界教学探索者。 中文底
蕴深厚 ，人文气息讲解，写作
训练方法独到。 梁老师是品读
行中考语文老师，领衔团队带
出一众中考语文 140 多分的
学员。

第三站：韶关
参与对象：30 名 7—14 岁

学生 （20 人成团 ，若不成团 ，费
用返还家长）

活动时间：2020 年 8 月 18
日—21 日

韶关是广府民系重要发源
地，韶关是“马坝人”的故乡，石
峡文化的发祥地。

历史上的韶州被誉为“岭
南名郡”，孕育了唐代名相张九
龄、陈朝重臣侯安都、宋代名臣
余靖、 明代抗倭名将陈磷等大
批历史名人，真可谓人杰地灵。

韩愈一生曾三次到访韶
关，留下“曲江山水闻来久”“暂
欲系船韶石下”的名句。

苏轼面对丹霞群山中的韶
石山，发出“此方定是神仙宅”
的感慨。还有杨万里、许浑等诗
人也曾经在这里留下歌颂韶关
山水的名诗佳作。

除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韶
关还有一座世界名山， 不仅是
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也是
广东省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

“色如渥丹 ，灿若明霞 ”，世界
“丹霞地貌”， 便以此地命名，
它就是“中国红石公园”———丹
霞山。

“不要 699，只要 599！ ”

招生宣传片哪家强？
川大魔性 广医真情

《羊城晚报》与品读行再度携手
策划“品读岭南，乐行广东”系列研学活动

开营前举办岭南文化公益课堂
大语文时代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受中高考青睐

研学线路预告

第二站第三站火热报名中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陈亮 实习生 夏嘉欣 图 / 视频截图

随着高校招生季的到来， 不少高校纷纷在官方微
博、微信、抖音等平台推出各具特色的招生宣传片，增进
社会大众对学校的了解，吸引学生报考。 近日，一段“四
川大学魔性招生视频”在网络走红，该视频以观众耳熟
能详的上世纪 90 年代电视购物风格引起网友的兴趣和
关注。

羊城晚报记者留意到， 近年来各高校打造了风格多
样的招生宣传片，既有讲述学生个人经历、抗击疫情故事
的“温情路线”，也有充满“土味”、连篇“金句”的广告体。

7 月 30 日，“四川大学魔
性招生视频” 话题冲上微博
热搜榜，截至 8 月 5 日，话题
阅读量达到 2.3 亿， 讨论度
10.8 万。 四川大学官方微博
转发该宣传片并配文“非官
方， 网友很有爱 ，599 真不
行，699 随便报”， 学习强国
其后也转载了该视频。

据了解， 视频由川大校
友“无敌小阿七”制作，以独
特视角介绍了川大的学校概
况、办学特色、校园风景等。
在调侃饭堂阿姨打饭不颠
勺、学校特色“爬树课”等校
园生活之余，以“川普课程免
费送”“人手一只大熊猫”等
幽默标语显示了四川地方特
色。 让观众眼前一亮的是，视
频还运用了“不要 749，不要

699，只要 599 （分 ）”等购物
广告语，加入“起床困难户 ”
“豪华美景不重样 ”“够胆
大鹅随你撸 ”等俏皮的网络
用语。

记者留意到 ， 该片的
“土味 ”风格充分借鉴了蓝
翔技校宣传广告模式 。 而
在 2019 年 招 生 季 ， 以“本
科技术哪家强， 上海交大
在闵行” 为开场白制作的
上海交通大学招生宣传片
同样收获了一波流量 。 今
年 7 月 22 日，广东工业大
学官方抖音账号也发布了
类似的招生视频 ， 视频中
“金句 ”不断 ，“你不用烦恼
找不到对象 ， 因为大家都
找不到 ”被网友笑称“一语
道出真相”。

羊城晚报记者盘点了今年
各高校的招生宣传片发现，除土
味招生视频外，不少招生宣传片
还以故事叙述展开介绍， 以学生
个人视角展现校园风貌， 传递学
校办学理念，迎合年轻人的口味。
不少影片与时俱进、风格多样，观
看体验如同欣赏微电影一般。

北京大学招生宣传片《你的
大学：绽放》以“文化”“历史”作
为关键词，介绍了学校的大师气
象、学术涵养、历史底蕴，并通过
动画与实景的结合展现校园风
景，使观众感受北大浓厚的学习
氛围和学生绽放的青春。

南京大学的纪录片《最近的
远方》，延续去年微电影《向南》
的感人风格， 由南大 18 级学生
刘骁奔带着 VR 眼镜走进家乡
的学校，让孩子们通过 VR 眼镜

游览南大校园， 象征着薪火相
传———南大照亮了刘骁奔，刘骁
奔点亮了后来者。

华南师范大学招生宣传片
《无限向上》以四位学生代表为主
角， 讲述他们在华师实现人生追
求的故事。全片没有一句台词，采
用了叙事式的拍摄手法， 通过特
色场景和人物动作表现故事与情
感。 创作团队去到连南、西藏昌都
等实地拍摄， 展现华师学生实习
支教的场景， 传达出华师人追求
梦想、不畏艰难的新时代精神。

广州医科大学以新冠肺炎疫
情为背景，以南山学院学生小琳的
口吻讲述了广医全体师生抗击疫
情的真实故事， 一方面致敬抗疫
的医护人员， 另一方面鼓励更多
青年学生投身于公共卫生事业，将
个人选择与国家需要紧密结合。

川大的“土味”招生视频
获得了不少网友点赞，有网友
评价称“土到极致就是潮”，视
频有创意、“接地气”。 然而，
也有批评者认为，该视频把一
流大学宣传片拍成了乡村电视
台医药广告的水平， 内容上没
有把川大在学术、底蕴、创新、
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势、 特点
展示出来，“太 low 了， 拉低了
高校的审美，博人一笑罢了”。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广告系教授、传播与国家治
理研究院院长杨先顺表示，川
大这类的视频洞察了互联网
受众喜爱平民化、娱乐化的表
达方式的心理，借用了大众熟
知的广告形式进行戏谑式模
仿，较有创新力，并能够引起
网友的广泛转发和议论，形成

“病毒式”传播。 然而，对高校
的学习体验需进一步加强，
“招生视频需要树立实效性的
创意传播理念，重视视频发布
后是否对考生及其家长选择
学校产生正向影响。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
长熊丙奇认为， 此类别具一格
的宣传片改变了高高在上的、
传统的宣传口吻，值得认可。 但
是，视频未能传递教育特色、学
科建设等有价值的信息。 他表
示， 好的招生宣传广告既要传
达学校的办学理念， 又要得到
广泛的认可与转发，两者要巧妙
结合。“如果过分重视理念的宣
传， 就会变成空洞的喊口号式；
如果过分追求关注度，走媚俗的
路线， 就不能传递学校正确的
办学理念，结果适得其反。 ”

“金句”频出，趣味招生视频刷屏 与时俱进，多所高校推特色宣传片 专家：既要关注度，也要传递办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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