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大举办
粤港澳外语与翻译
研究生学术交流周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亮，通讯员陈

硕、吴立坚报道：10月 16日至 19日，
2020“全球观 家国情”粤港澳外语与
翻译研究生学术交流周在中山大学举
行。本次学术交流活动吸引了粤港澳
三地100多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参加，
参与人数创下历次之最。

据介绍，由于疫情的影响，第五届
粤港澳外语与翻译研究生论文评选大
赛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仍然吸
引了来自粤港澳及其他地区27所高校
的163篇投稿，创下历届之最。论文范
围涵盖了外国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
言学、翻译研究、跨文化研究、国别区
域研究等方向。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院长常晨
光说，这样针对年轻人的学术交流活
动，非常契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背景，
年轻学子以外语与翻译为桥，助力粤
港澳地区协同发展，在促进粤港澳师
生交流学术文化、培养外语人才、弘扬
家国情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粤港澳外语与翻译研究生学术交
流周创办于2016年，历时五年的发展，
已经成为粤港澳地区高校外语与翻译
专业具备影响力的品牌学术活动。

暨大新传学院
与肇庆五县共建
研究与实践基地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亮，通讯员林

子莹、张驰报道：10月14-16日，暨南
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专家学者团以肇
庆市封开县为起点，依次前往德庆、四
会、广宁、怀集五地的县级融媒体中
心，出席“暨南大学县级融媒体研究与
实践基地”的挂牌仪式。

据悉，基地将以相关研究课题、实
践项目为纽带，积极探索县级融媒体
发展新路径，全面拓展产学研合作多
维矩阵。截至目前，新传学院已建立8
个县级融媒体研究与实践基地。

据了解，2018年起，暨大新传学院
启动县级融媒体研究与实践项目，并
于次年11月选拔近百名优秀硕士及本
科生，前往广东省14个县级融媒体中
心开展实践调研。各团队运用直播、
图文、音视频等方式协力县级融媒体
建设，共计产出28条视频、420篇文字
稿件、25个H5作品、28万字调研报告
等。此外，学院还与湛江廉江、茂名高
州、江门开平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共建
研究与实践基地，组织专家学者前往
调研指导，开展专业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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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公布了新农科研究与改
革实践项目名单，全国共计 407个项目
入选，广东有华南农业大学、暨南大学、
广州大学、广东海洋大学、仲恺农业工程
学院、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岭南师范
学院7所院校11个项目入选。近
年来，广东新农科建设如何发
力，又有什么新理念、新目
标、新成果？记者采访
了相关院校。

“近年来，新一代信息技
术的迅猛发展正在引发影响
深远的产业革命，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的农业发展和
农业技术人才培养也面临着
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佛山科
学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古广
灵表示，面对新形势，新农科
人才的培养要求及培养方式
也将发生变化。

教育部指出，新农科建设
要推进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和
农科教结合，开创农林教育新
格局。近年来，广东各涉农院
校专业都推出了独具特色的
培养模式，全力打造农科人才
培育的新链条。

华南农业大学相关负责
人表示，作为国内农林院校唯
一也是广东省唯一的“三全育
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华农
建设了“农业特色”等 A系列
通识课程118门，开展耕读教
育，在校内打造千亩实践教学
基地。近年来，学校本科人才
培养成效显著，卓越农林人才
培养获得 2018年国家高等教
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019年，
学校15个专业入选国家首批
一流专业建设点，在入选数量
方面与中国农业大学并列农
林高校首位。目前，华农在
QS世界农业大学最新排名中

位居第 30，
全国农业大
学中排名第
三，有 8个学科进
入ESI世界排名前
1%。

“新农科建设应以农业人
才培养为核心，适应现代农业
对人才的迫切需求。”暨南大
学理工学院副院长、食品科学
与工程系学科带头人白卫滨
教授表示，近年来，暨大发挥
侨校优势，2003年，首创食品
科学全英授课本科专业。学
校还积极实施“走出去、引进
来”的学生双向交流机制，与
美国罗格斯大学等8所国际知
名高校签订了合作协议。近
三年来，本学科学生共获国际
级奖项 2项，国家级奖项 18
项，省部级奖项14项。

除了培育校内人才，高校
还积极推动科普工作。广州
大学华南生物多样性保护研
究所所长舒琥教授表示，广州
大学积极推动“学研产科创五
位一体”水产生物技术校企协
同育人实践基地群建设，将新
农科建设与科普工作相结合，
通过编写科普素材、组织夏令
营等方式，让海洋水产的相关
知识深入到中小学，扩大新农
科知识的辐射面。

教育部指出，要面向新乡村、
面向新农民、面向新生态建设发
展新农科，改造提升现有涉农专
业，布局新建新兴涉农专业，调
整优化专业结构，探索建立新农
科建设的新范式、新标准、新技
术、新方法，推动高等农林教育
创新发展。

近年来，广东各涉农院校专
业不断优化学科布局，打造全新
的农科专业结构，搭建全新科研
平台。“新农科建设要致力于促
进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
营体系转型升级，优化学科专业
结构，重塑农业教育链，拓展农
业产业链，提升农业价值链，推
动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
越。”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科技处
处长林蠡教授表示。

据了解，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发挥特色优势，用“新农科”理念
升级传统课程，打通一级学科或
专业类相近学科专业的基础课
程，开设跨学科专业的交叉课
程，促进人才培养由学科专业单
一型向多学科融合型转变。同
时，学校加强与市县农业部门、
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等协作，探索

“科研试验基地-区域示范基地-
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站点-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链条式的农技推广
模式，推动先进实用农业技术进
村入户，服务精准脱贫、产业增
效和农民增收。目前，学校先后
与和平县猕猴桃产业园等单位签
订对接协议，把科研成果直接运
用到生产实践中。

广东海洋大学则以水产养殖
学专业为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为
抓手，融合生物技术、计算机信

息技术、物流网等现代科学技术
改造升级水产养殖学专业，主动
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广东海洋大
学副校长谭北平教授表示，学校
以水产养殖学卓越人才培养计
划、优秀本科生进实验室项目、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和学科专业
竞赛为载体，构建“教学-实训-
科研-竞赛”四位一体的创新创
业实践教学模式。近年，学校在
石斑鱼精准营养及高效饲料配制
技术、南海渔业资源信息采集与
资源修复等方面，与企业发展和
社会需求精准对接，加强基础研
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培育新优势，
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
供支撑。其中，石斑鱼精准营养及
高效饲料配制技术所研发的饲料，
占广东石斑鱼饲料市场的 60%以
上，并向全国其他省份推广。

农业科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
科，如何与当地农业生产对接也
是一个重要课题。教育部指出，
新农科建设要立足学校发展定
位、特色优势和实际情况，结合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地方经济社
会和行业产业发展的需求。“粤
港澳大湾区内拥有多所研究机
构和高等院校，聚集了众多科技
公司，要充分利用大湾区内国际
水平的创新基础，建设世界一流
的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和科技资
源共享平台，构建农业科技协同
创新体系，切实增加农业核心竞
争力。”岭南师范学院科研处处
长刘群慧教授表示。

园林专业是岭南师范学院
唯一的涉农专业，学院在制定
人才培养方案过程中，充分对
接社会需求，聘请相关的行业
企业专家参与研讨与论证，并
构建了各种类型的校内校外教
学实践基地，与湛江市寸金公园
等十余家企业、科研院所签订产
学研合作协议。

暨南大学校内港澳台学生
占比较高，有在港办学的历史，
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挥独特

作用。白卫滨表示，暨大积极
探索并实践适合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地区的国际化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并为中国农业成果“走
出去”提供科技支持，为世界范
围内农业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暨大的农业科学自 2017年 11
月 进 入 全 球 ESI前 1%学 科 以
来，截至 2020年 9月已位列 ESI
全球 0.42%，建设粤港合作联合
实验室 1个，省级国际合作研究
中心 1个，省级工程中心 3个，
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3个。

“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
有整个国家现代化。新时代对高
等农林教育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
要使命。”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院
长程萍表示，“面对农业全面升
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的新要求，面对全球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奔腾而至的新浪潮，面
对农林教育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与
严峻挑战，迫切需要中国高等农
林教育以时不我待的使命感、紧
迫感锐意改革，加快建设新农科，
为打造天蓝山青水净、食品安全、
生活恬静的美丽幸福中国作出历
史性的新贡献。”

2019年，新农科建设安吉研讨会、北大仓行动工
作研讨会和北京指南工作研讨会先后召开，对新农科

建设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整体部署。在安吉发布的“安吉
共识——中国新农科建设宣言”，标志着中国新农科建设

迈入新时代。“北京指南”进一步提出，要实施新农科研究与
改革实践项目，全面展开新农科建设。

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面向全国涉农本科高校开
展。项目设新农科建设发展理念研究与实践等5个选题领域，
共29个选题方向。理论研究项目周期为1—2年，实践项目周
期为4年。

名词
解释

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

全国首家抗疫文献馆揭牌
专家热议中医药抗疫与文化自信

产教融合 打造新型育人模式

发挥特色 优化涉农学科结构

服务大局 聚焦大湾区农业发展

▲ 华 农
草 地 贪 夜 蛾
应 急 防 控 药
剂 筛 选 团 队
在试验现场 暨南大学理工学院食品专家团赴河源市三洞村开展农村科技特派员暨南大学理工学院食品专家团赴河源市三洞村开展农村科技特派员““暑期大下乡暑期大下乡””活动活动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陈 亮
通讯员 郑维群 孟楠 肖建喜

10月20日，中医药
抗疫与文化自信学术研
讨会暨抗疫文献馆揭牌
仪式在广州中医药大
学举行。中国工程院院
士、澳门科技大学校长
刘良教授，上海中医药
大学长江学者方邦江教
授，北京大学医学人文
研究专家张大庆教授等
大咖云集，分别就中医
药治疗新冠肺炎的作用
机理研究、中医疫病传
承理论防治新冠肺炎救
治临床实践、当代医学
文献收集与整理作了学
术报告。

作为开幕式的重要环节，中国工程
院院士、澳门科技大学校长刘良教授，
广东省中医药局局长徐庆锋，广东省侨
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邵瑾及广州中医药
大学党委书记张建华教授、校长王省良
教授、副校长张忠德教授一起为全国首
家抗疫文献馆揭牌。张建华呼吁社会
各界人士和海内外校友把参与抗疫、记
录抗疫、宣传抗疫的宝贵文献和实物资
料都汇聚到文献馆中来，为抗击疫情出
一份力。

据了解，该馆由广中医图书馆负责
筹建，今年6月向全球开展抗疫文献和
实物征集，仅用4个月的时间建成。目
前共采集到纸本外文图书167种、纸本
中文图书798种、纸本古籍134种、数字
化文献9276种、学位论文34605种、报
道文献16722条、学术论文4992种、视
频343个、实物藏品164件。近日，钟南
山院士特意为该馆题名。

记者留意到，实物中展出了一套特

别的“战地婚纱”。原来在疫情之初，该
校第一附属医院护士唐杏杏主动推迟
婚礼、请缨援鄂，医疗队队员用隔离衣
为她改制婚纱，举行线上“婚礼”，这套
珍贵的婚纱曾被广东省博物馆借展。

展品中还包括前外交部长李肇星
及夫人、中国前驻外大使、医药卫生专
家等人签名的《给抗疫一线中医药战
士们的一封家书》，援鄂医生入党宣誓
词手稿，张忠德等国家中医医疗队（广
东队）队员签名的防护服，中国赴马来
西亚抗疫医疗专家组成员签名的旗
帜，还有附属医院援鄂医疗队队员的
大量中医处方手稿、中医护理方案、护
理记录等。

据介绍，抗疫文献馆还展出了馆
藏岭南抗疫古典医籍、李国桥教授与
青蒿素研究推广、附属医院医护人员
从非典到新冠的坚守与担当等珍贵图
片 78幅，让观众能够清晰地了解中医
药抗疫文化史。

据悉，本次学术研讨会由广州
中医药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广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联合
主办，是第十届广州学术季的亮点
活动之一。来自复旦大学、中山大
学、华南理工大学、南方医科大学、
广州医科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等
高校以及科研院所、医疗机构、有关
团体代表约200人参加了会议。

刘良教授讲述了自己参与抗疫
的经历。他表示，中医药能显著改
善新冠肺炎患者病情，早期应用能
阻止病情由轻症向重症转化。“通过
国际合作，开展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
的循证医学临床研究，以及深入地阐
释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的作用特点
与分子机理，这对促进中医药走向世
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刘良说道。

疫情期间，方邦江教授任上海
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援鄂国家
中医医疗队队长，武汉雷神山医院
感染三科五病区主任、中医药防治
新冠肺炎专家组副组长。他从新冠
肺炎与急性虚证、截断逆转创新理
论，谈到中医“疫病”创新理论防治
新冠肺炎临床实践。他还介绍了自
己率先倡导的“全程补虚”的治疗新
理念、“全程泻下”排毒的截断扭转
防治新策略、中西医结合的六型专
方等。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抗击

新冠肺炎先进个人、广中医副校长
张忠德教授从中医药辨治新冠肺
炎，谈到关于当代中医药传承与创
新发展的思考。他表示，中医药并
非是过去式的，而是当下进行中的，

“现在的中医药更应坚持守正创新，
守中医传统整体辨证思维和理论逻
辑之正，创中医的思维理论与现代
语言体系、与现代科技成果相结合
之新。”

张大庆指出，新冠肺炎的全球
流行，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
因此收集、整理、分析、研究相关文
献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
意义。记忆机构（国家档案馆、图书
馆、博物馆）以及教育和研究机构正
纷纷开展相关工作，这些记录和档
案将有助于后代了解新冠肺炎疫情
的严重程度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疟疾是当今世界最具灾难性
的三大传染病之一，清除全球疟疾
需要中医智慧。”国家青蒿素复方临
床研究和推广应用团队主要成员、
广州中医药大学青蒿研究中心主任
宋健平介绍说，该校青蒿抗疟团队
自 1974年以来坚持青蒿素及衍生
物的临床研究，坚持青蒿素复方的
开发及国际推广，把中国的青蒿素
带给亚非疟疾流行国家，目前已逐
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疟疾防治
方案。

全国首家抗疫文献馆揭牌，钟南山题名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援鄂医疗队使用的物品

用隔离衣改制的“战地婚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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