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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城

粤、陕、甘三地五校
美术作品双年展来了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唯、通
讯员刁惠婷报道：近日，天水
师 范 学 院 美 术 与 艺 术 设 计 学
院、西安文理学院艺术学院、
广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广
东第二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和广
东技术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共同
举办的“寻·缘源”粤、陕、甘三
地五高校美术作品双年展在广
东技术师范大学开幕，展览将
在 广 师 大 福 慧 美 术 馆 展 出 至
12 月 30 日。

广东省教育厅体艺卫处副
处长康天东，广州市文联副主
席、粤港澳大湾区美术联盟主
席、广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汪晓
曙，西安文理学院、广东第二师
范学院、天水师范学院，以及广
师大相关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
并为展览揭幕。

12 月 12 日，三地五校的艺
术家和学者，围绕学院办学定
位与艺术教育发展状况、地域
文化与高校美育建设、“‘一带
一路’视野下的综合性高校美
术 与 设 计 专 业 教 育 创 新 ”、

“‘十四五’期间综合性高校美
术与设计专业教育改革的机遇
与挑战”等专题，召开了学术
研讨会。

“明德尚行，学贯中西，吾爱
吾校，卓越远航。”12月 12日，广
东外语外贸大学在北校区云山会
堂举行建校55周年纪念会，全体
校友理事会代表、各学院校友理
事会代表、全体校领导、离退休教
工代表、师生员工代表出席活动。

彰显“广外担当”，
强化“广外基因”

据了解，广外以“吾爱吾校，
卓越远航”为主题，通过线上线下
结合的形式开展建校 55 周年系
列活动。纪念会上，广外学子演
唱原创歌曲《会见晴空》和《追梦
向未来》拉开大会帷幕，《会见晴
空》以汉语、英语、意大利语等多
种语言唱出了对全世界抗疫医护
工作者、志愿者等生命守护者的
感恩，体现出广外“同呼吸，共命
运，战疫情”的理念。

“55年前，在周恩来总理、邓
小平副总理的关怀签批下，广外
在南粤大地上诞生，开启了立德
树人、创业兴校的宏图画卷。”广
外党委书记隋广军表示，学校始
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
心使命，锐意改革创新，矢志追求
卓越，在国际化人才培养中彰显

“广外担当”，在教育改革创新中
提供“广外经验”，在服务国家社
会中贡献“广外智慧”，在开放合
作交流中展现“广外特色”。

面对时代新方位、发展新格

局、国际新局势，广外校长石佑启
表示，学校要牢牢抓住重大战略
机遇，主动回应党和国家在新时
代对高等教育争创一流和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的需要；积极响应一
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
示范区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倡
议，贡献出更多更有针对性、可行
性、前瞻性的高水平科研成果；在
推进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教育对
外开放进程中强化广外基因。

教学楼展新姿，智
库论坛谋发展

校庆当日，广外标志性的建
筑物北校区新第一教学楼建成。
这座始建于1959年、承载着广外
几代人梦想与记忆的建筑将以崭
新的面貌投入使用，建筑面积从
原 来 的 9000 平 方 米 拓 展 到 约
30000 平方米，将更好地改善师
生的工作、学习环境。

当天，第五届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2020）在
广外开幕，来自海丝沿线20余个
国家和地区、100 多个国内外大
学与机构共计约300位嘉宾出席
论坛。论坛以“人文交流沟通民
心，互信包容共谋发展”为主题，
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经济
治理、新冠疫情下太平洋岛国的
社会经济与对外关系、国际移民
治理与发展趋势、人文交流等议
题展开。

广工城市无障碍设计研究团队：

让老弱病残 走出家门
“跟很多老旧小区相比，我觉得我们社区还挺好的，

但由于房龄老，难免有些不便。希望楼梯旁边可以有个
斜坡，方便轮椅上下。年纪大了，太高的台阶跨不上去。”
“楼梯最好能加个扶手！没有电梯的楼只能双手扶着墙
上去，墙太滑了，有点危险。”12月11日，在越秀区东园新
村小区里，一群老人将几个年轻人紧紧“包围”，积极发表
对小区无障碍设施改造的想法，场面非常火热。

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这是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
计学院的城市无障碍设计研究团队正在对广州老城区进
行实地调研，该团队由萧嘉欣、刘芷含老师共同指导。
当天，团队以社区日为概念，在该小区开展了首次社区
共创活动。“调查发现，社区老人对社区建设十分关心。
有位90岁的老奶奶还步履蹒跚地赶过来，说一定要亲自
提点建议。”团队成员彭先焱称。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亮 实习生 杭莹 图/受访者供图

养老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
点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截至 2019 年末，我国 65周
岁及以上人口 17603 万人，占
总人口的 12.6%，未来中国老
龄化速度会以较高斜率上升。

团队指导老师萧嘉欣表
示，“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
等群体‘放心大胆’走出家门，
是我们团队成立的初衷。国
家针对社会老年人口颁布实
施了相应的养老政策措施，我
们正通过调查研究为广州进
一步细化、完善相关执行标准
提供参考，助力构建城市无障
碍环境，缓解城市养老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
无 障 碍 设 施 的 需 求 日 益 增

加。为充分了解无障碍环境
设施的具体情况，广工城市无
障碍设计研究团队在过去的 8
个月里，对广州老城区内的越
秀公园、人民公园、动物园等
50 多个公园绿地广场和仰忠
小区、竹丝岗、梅花村等多个
小区进行了实地调研。

农林街东园新村是越秀
区首批幸福社区，在 12 月 11
日的社区日活动中，团队师生
通过走街调研、共创工作坊等
形式与在社区生活的多方利
益者进行对话。他们开展了
五大板块的共创交流活动，以
共创版大地图吸引居民关注，
并邀请居民分享日常生活轨
迹，通过具体的故事挖掘其对

城市无障碍环境的需求。同
时，邀请居民针对适老化公共
空间的改造加入共创，收集并
记录了他们对设计方案的建
议和看法。

团队成员曾扬指出，“这
种跨代交流，让我们对老年群
体有了新的想法和定义，也意
识到了一个社区的建设必然
要受到很多方面的限制，因此
要通过建立一个及时有效的
沟通渠道，从而营造全民适用
的无障碍社区环境。”农林街
道办事处和东园新村居委也
对社区日活动十分支持，并表
示今后可以与广工团队继续
合作，为幸福社区的建设共同
努力。

广工艺术与设计学院执行
院长胡飞认为，“这类实践设
计研究项目可以很好地让学生
关注社会问题，并尝试结合所
学的专业知识进行探索和解
决，能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意
识，有助于培养他们树立全
面、正确的设计价值观。”学院
党委副书记朱可峰告诉记者，
通过深入社区调研，同学们将
专业学习与社会服务相结合，
将科学研究与社区建设相结
合，这是学校践行科研育人、
课程育人、实践育人的有益尝
试。

“为了体验老人、残疾人
等使用轮椅的人群的感受与状
态，我们亲身进行轮椅模拟试
验，坐着轮椅走过了广州多个
公园绿地。”团队成员吴丽娜
和梁锶祺告诉记者，在调研过
程中，他们发现有一些无障碍
设施并不“友好”，例如无障碍
厕所被设立在长长的楼梯上，
且厕所门经常被锁上了。“我
们总会有老的一天，到时也会
面对很多功能障碍，希望这个

城市对所有人都能更加包容、
友善。”

实践、调研的过程还让同
学们掌握了许多实证方法和分
析方法，提升了归类、整理和
分析能力。“这些技能有助于
我们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发
现不同用户的潜在需求，挖掘
事物更多的可能性，做好立足
于用户本身的设计。”团队成员
李观韵认为，通过本次磨练技
能，不仅让成员们获取到真实
可靠的资料，还完善了调研流
程，提高了数据多样性，并学会
使方案更加贴合现实需求。

“城市无障碍环境的构建
是一件持续的事情。”刘芷含
老师介绍，下一步团队将举
办开放日，邀请更多对城市
无障碍感兴趣的市民加入，
通过路演、成果展示和互动
环节，一起想象与探索无障
碍社区环境。“团队将继续保
持初心，将设计真正落到实
处，从老年人的需求出发，构
建一个充满归属感与安全感的
全年龄友好社区。”

广东助农扶贫攻坚战
仲恺农村科技特派员“很给力”

“我宣布，德庆贡柑出口正式发车。”随着广
东省农业农村厅郑宏宣总农艺师的一声令下，
11 月 20 日，满载贡柑的运输车依次驶出德庆
县，驶向销往全球的旅程。据悉，这次出口既是
德庆贡柑出口的零突破，也是肇庆海关辖区出
口贡柑的零突破。而在德庆贡柑的出口过程
中，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的农村科技特派员们发
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年，他们在广东省的各个
乡村中奔走，将科技应用于农业发展，助力脱贫
攻坚，推动乡村振兴。

早在 2011 年，农业与生物学院教
授张伟丽就申请成为农村科技特派
员，为期三年。“那时广东农村科技特
派员刚兴起。我的科研内容大多是基
础理论研究，对于怎样将理论与应用
结合没有太多经验和思路。”

2017 年，张伟丽主动申请挂职德
庆副县长，重返“战场”。这一年的德
庆县，黄龙病肆虐，贡柑产业受到很大
的打击。这场助农战注定是块“硬骨
头”。

要想在当地全面推进工作，离不
开经费支持。张伟丽首先从项目产业
申报入手。岭南特色水果产业“双创
示范县”项目，是德庆的第一个重大贡
柑项目。张伟丽亲自带队到柑橘园现
场核查，专门召开会议针对申报问题
进行解答。她还与农业局一起加班，
统一材料申报格式，逐步制定遴选经
营主体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的标准
以及柑橘园核查标准。

最终，项目获批资助资金 900 万
元，并首次在德庆果园统一装配了水
肥一体化、物联网技术，农业局随后
又成功申请到中央财政资金 1800 万
元，两笔资金对德庆贡柑的振兴意义
重大。

今年疫情突发，新的难题随之出

现。基地不能春耕，研究院员工不能
上班，组培苗没人管。眼看着组培苗
陆续到了转接的时间，张伟丽多方沟
通，保证春耕顺利进行。在他们的保
驾护航下，今年，德庆县贡柑实现出口
零突破，累计推广新品种 12.1 万亩以
上，推广关键栽培新技术 93 万亩以
上，累计取得新增产值 12.2 亿元。如
今，在她的推动与带领下，德庆仲恺研
究院已经成立，重点攻克当地关键产
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持续助力德
庆农业发展。

农户众多，而且大多文化
素质比较低，技术接受能力比
较差。园艺园林学院教授黄
建昌认识到，这是科技助农工
作的重大难点。

想要攻坚克难，就得靠滴
水穿石。黄建昌正是那个脚
踏实地的人。

以前的河源市三洞村是
典型的贫困村，全村500余户
里就有近百个贫困户。近几
年，黄建昌每年都到这里进行
技术培训，到蜜柚果园现场示
范指导，发放数百份技术资料
与农资推介，还自掏腰包开展
工作，只为让农业技术推广普
惠更多农户。

农户张发开是众多受益
者之一。2012 年，张发开成
为黄建昌团队在韶关市始兴
县的合作对象。短短几年后，
张发开的果园年新增收入达
到 30 多万元，成为当地的丰

产示范果园。这些，都离不开
黄建昌和团队这些年的技术
指导和传授。张发开常说：

“真想不到，在家种果比在外
面打工赚得还要多。”

其实早在 1997 年，黄建
昌的助农扶贫之路就已经开
始了。当时，他受广东省驻韶
关市乳源县扶贫工作队邀请，
作为扶贫技术顾问指导生产，
从此与李果解下了不解之
缘。如今，他帮扶的韶关市始
兴县李果产业已累计实现产
值超过13200万元，新增经济
效益 8800 多万元，并培训农
户和技术骨干 3000 余人次，
辐射带动农户2000余户。

“丰顺县的橄榄要申报为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始兴县的
李果要继续打造区域品牌，三
洞村的旧品种该更新了……”
惦记着这桩桩件件，黄建昌仍
埋头走在助农路上。

科技要发展，文化也要振兴。身
为艺术工作者，何香凝艺术设计学院
尧优生副教授尧优生有自己的扶贫助
农思路与方式。

“从农村出来，再回到农村去。”出
身农村，尧优生深知乡村发展的困
局。他一次次地踏上乡村调研之路，
在遂溪、和平、德庆、罗定等乃至省外
的乡村留下了足迹。

每到一地，尧优生团队都会直接
与当地农业企业、个体农户等对接，与

农民进行深入访谈、对话。当地人纷
纷拿出农产品招待，朴实热情；但当他
们面对拍摄记录的镜头时，又十分羞
涩腼腆。尧优生将这些在调研中遇到
的感动，都倾注到了农产品的品牌设
计当中。怀着“戴着皇冠的御用贡品
走向全球”的品牌寓意，德庆贡柑在今
年 11 月底迈出了国门，走向世界市
场。而和平猕猴桃、遂溪火龙果等岭
南佳果已经带着尧优生与团队设计的
专属品牌 logo踏上了出口之路，销往

中东、北美等地。
尧优生清楚，有了农产品，就意味

着可以衍生出一系列副产品。于是，
开柚器产品研发、水果罐头包装设计，
以及一系列以乡村文化为核心的文创
产品等等，逐渐在尧优生的推动下成
形。尧优生还带领学生拍摄了一系列
的助农短视频，直播销售乡村文创产
品，效果不错。

他说：“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好
了，国家也就会发展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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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外新第一教学楼落成
图/学校提供

“吾爱吾校，卓越远航”
广外师生校友线上线下云集，共庆55岁生日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陈亮 实习生 夏嘉欣 通讯员 周喆 商杰强 林泽龙 杨欣

8个月走访50多个公园绿地广场，
深入挖掘市民需求 坐着轮椅实地调研，

让方案更贴合现实需求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实习生 梁铱霖 通讯员 曾献尼 龚慧枫 图/学校供图

尧优生：
用设计走出助农新路

张伟丽：
“农业科技工作者的主战场在农村”

黄建昌：
一件一件做实事，普惠更多农户

双年展现场

黄建昌教授（左）正在进行作物栽培技术指导

尧优生副教授（右）正在进行农产品 LOGO 设计

张伟丽教授在做实验

▲

▲

▲

团队成员坐着轮椅进行环境测试

社区老人踊跃参与活动

共创全年龄无障碍社区交流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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