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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发展广东发展作贡献作贡献为为

4 月 18 日，中宣部
授予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
群体“时代楷模”称号，号召全
社会向他们学习，曾参加该工程
的广东工业大学校友何霭伦、陈韶
鹃、符天仪作为代表到场领奖。事实
上，在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国家的建设征程
中，一直不乏广工人敢为人先的实践伟力
和攻坚克难的楷模精神。

创校之初，这所“以工立校”的大学便
肩负着推动广东工业现代化发展的时代
使命，致力于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高素质创新人才。上世纪 60 年代，被
誉为“南海先知”的著名水利专家、广东工
学院院长麦蕴瑜带领近两百名师生火速
支援“东深工程”建设，为解决几百万香港
同胞饮水难问题全力奋战；1989 年，中国
工程院院士、广工校友容柏生采用多项新
技术及措施设计并建成具有时代意义的
63层大厦——广东国际大厦，为广东建筑
工程科技事业作出突出贡献；广州地铁开
创者、广工校友陈韶章带领技术人员成功
建成开通了多条地铁线路，退休后仍致力
于国家重点工程建设，2014 年研发的珠
江隧道沉管技术为港珠澳大桥建设提供
了重要技术支撑……

这些广工人不仅具有坚实基础、创新
能力，还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究其
原因，这与广工初心不改、扎根南粤，坚持

“与广东崛起共成长，为广东发展作贡献”
的办学理念，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的教育使命密不可分。60 多年来，学校
已为广东经济社会不同历史阶段培养了
40 多万名英才俊杰，广泛分布在制造业，
信息传输、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建筑
业等各条战线。

大学精神由一代代师生共同塑造、传
承发展而来，是每所大学行稳致远的立足
之本。一路走来，广工人在新时代新征程
中勇挑重担、创建新功，逐渐形成了“求务
实、敢创新、勇担当、有志向”的品格，这
也成为了广工坚强的生命底蕴和强有力
的价值导向。

寻访杰出校友，凝聚榜样力量。今
起，《羊城晚报》推出“与广东崛起共成
长，为广东发展作贡献”广工杰出校友系
列报道，讲述该群体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贡献的生动事迹，凝练其精神特质，
敬请关注。

（陈亮）

“布衣院士”邱冠周：
辛酸不减凌云志 报国情怀终成钢

你最怀念广工哪个地方：

南华寺
邱冠周就读时，广东矿冶学院

的办学地在韶关的南华寺。在南
华寺，他不仅学到矿物加工的专业
知识，还在耳濡目染中对佛教哲学
产生兴趣，学到了六祖慧能的佛家
智慧。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亮 实习生 李冰娜
通讯员 黄华利 卢迪 李寿朋

他，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将青春奉献给广东所需、国家所急的
矿物加工事业，发明了多项世界顶尖的新技术，助力中国矿业高
水平发展；他，横跨矿冶和环保领域，推动广东矿冶技术提升、降
本增效，推进矿冶环境污染的防、控、治、用一体化处理，如今古稀
之年仍为广东有色金属业、军事工业发展提供战略咨询；他，曾获
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各1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项，两

次入选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他就是我国矿业工程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邱

冠周。他饱含家国情怀、秉承广工精神，把
人生价值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实践中，2012 年被评为首
届“感动广工大”人物。

初见邱冠周，他精神抖擞、声音
洪亮，梳着整齐的背头，穿着儒雅的
条纹衬衫和西装长裤，却搭配了一
双打过补丁的黑色球鞋。“现在的年
轻人是‘吃了算’，我们以前是‘算了
吃’，我穿的鞋都是破了就去补的。”
邱冠周笑称自己是有 45 年补鞋经
验的“补鞋匠”。

邱冠周为人朴素、省吃俭用，源
于年轻时熬过的穷苦日子。“上大学
前，我当过农民、工人、民兵、代课教
师、菜贩——工农商学兵都当遍
了。”1970年，他进入广东省大宝山
铜冶矿厂当起了炉前工，两年后，因
表现突出，他到广东矿冶学院（广东
工业大学前身）地质矿山系选矿专
业（环境工程专业前身）就读，成为
一名大学生。

生活节俭，却对人慷慨大方，这
与他大学时的英语启蒙老师黎鑫如
出一辙。2012年，邱冠周现身广工
开讲，向师生们隆重介绍了恩师黎
鑫。“我中学时学的外语是俄语，进
入矿冶学院后，学英语对我来说是
一个巨大的挑战。”但黎鑫时常鼓励
他：“不怕，我们就从 Good morn-
ing 开始。”从此，邱冠周一见到
黎鑫就喊 Good morning。“如果
没 有 Good morning 起 步 ，我 现
在还做什么国际报告，当什么国
际会议主席啊！”他对黎鑫满怀
感激之情。

受恩师感染，邱冠周热心公益、
扶掖后进，至今已捐款逾 300 万
元。他过去 30 余年都住在一套 83
平方米的旧房里，却将先进技术转
化而得的收益用于建实验楼、买实
验设备；他曾把拍卖企业赠送的奔
驰所得的209万元全部用于救助贫
困师生；他还为母校大埔中学捐款
10万元……他不但是矿业老板心中
的“财神爷”，更成为群众敬仰的“布
衣院士”。

邱冠周淡泊名利，以一腔热血刻苦
钻研技术创新，长期致力于我国低品位、
复杂难处理金属矿产资源加工研究，在
细粒及硫化矿物浮选分离和铁矿直接还
原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上世纪70年代，矿冶产业成为广东主
要产业之一，广东工学院（广东工业大学前
身）易名为广东矿冶学院，搬迁到有丰富矿
产资源的韶关办学，建成了冶炼、矿山机
械、矿山工程、矿山自动化等专业，为当时
广东支柱产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此背
景下，邱冠周在校系统学习了选矿学、冶金
物理化学、高等数学、英语等，为毕生奋斗
的矿物加工事业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

“在矿冶学院的时光是我从实践到
理论的关键一步，让我更深刻了解到理
论和实践之间循环往复的关系。”邱冠周
的主业是有色金属矿选冶研究，他有意
识拓展研究方向，但一直没有离开资源
—冶金—材料这根主轴线。

1987年，他毕业于中南大学，成为我
国第一位自主培养的矿物加工工程博
士。他满怀豪情，“我要为下个世纪矿物
资源开发利用寻找新的理论准备。”如
今，邱冠周回顾，他从矿冶学院时期就坚
定信念，“国家怎么提倡我就怎么办，跟
着国家战略走！”

“如何保障有色金属资源的有效供
应，对广东、国家工业化进程影响很大，我
在大学接受的教育时刻强调这一点。”因
此，他十分重视资源加工技术，“这门技术
只有掌握在中国人手里，才能让国家不被

‘卡脖子’。”几十年来，他一直集中精力做
有色金属资源的矿物加工工作，提高我国
有色金属资源的利用水平，延长我国有色
金属资源的保障年限，做好有色金属的深
加工，注重资源-冶金-材料的一体化。

“科研要服务国计民生，解决行业痛
点。在业务上应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坚
持，不要盲追热点，要开辟一方自己的天
地。”他在做科研时，基于在大宝山的实践
经验，有意识地选择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
的行业难点和痛点，带领团队进行突破，得
到了国家、行业的认可。“我还是为国家做
了点事的。”邱冠周说着，眼里闪着微光。

邱冠周与广工有着深厚的情缘，
他的夫人和女儿都毕业于广工，女儿
也选择了在广工的外国语学院学习。

邱冠周在人才培养的事业上精
心打磨数十年，他用“放养”二字概括
自己的教育理念。面对学生，他将

“放养”进行到底。相比说教式的灌
输理论，他更喜欢和学生打成一片。
他常自掏腰包请学生喝咖啡、讨论问
题。“学术需要交流与碰撞，一个人埋
头苦想不会有大成绩，搞科研的想法
是像流水一样流出来的，不是靠挤牙
膏挤出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邱冠周曾多次回
到母校广工开展学术讲座，与师生谈
人生、探学问，带来新视野、新思路。
他勉励广工学子，“要志存高远，力争
上游，学有所成，有所建树。不做学
问的‘万金油’，专一研究某一领域，
做出成绩。”

开栏语

你心目中的广工精神：

实事求是
“团结、勤奋、求是、创新”是广

工校训。在他看来，广工精神就是
“实事求是”。“做学问和科研的底
线和原则就是‘实事求是’。做学
问要扎扎实实干，一步一个脚印。”

“布衣院士”：
做了45年“补鞋匠”，
慷慨捐赠超300万元

家国情怀：
紧跟国家战略走，
解决“卡脖子”问题

广工情缘：
一家三口广工人，
多次回校开讲座

教育也关注“用户体验”：

这所高校信息类专业集群
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升

软件技术专业学生在学习软件技术专业学生在学习PythonPython程序设计程序设计 学校供图学校供图

高职院校专业集群人
才培养质量如何控制？如
何评价学生专业适应性？
过去，每三年调整一次的
人才培养方案曾让高校教
师难以动态把握学生学习
情况，而广东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信息技术专业群所
设计的全过程、多层次质
量保证体系则改变了这一
被动局面。

从2015年至今，这个
融合了“授权评价-梯级适
应-能力测评”的人才培养
质量保证体系面向专业群
3100多学生，进行了职业
能力测评和专业适应性评
价，实现了专业集群人才
培养质量的动态跟踪和精
准调校，确保了专业人才
培养能够紧跟信息产业快
速发展，达成人才培养质
量持续提升。

（文/崔文灿）

近年来，国家加大培养技能
型人才的培养力度，拓宽其发展
渠道，让技能型人才获得更广阔
的发展前景。基于此，中职生三
二分段专业和省级以上重点特色
专业，在录取批次中与普通高中
放在了同等地位。同时，二者拥
有同样的录取规则，都设置了最
低分数控制线。

今年，在第一批和第四批都
有 普 通 高 中 和 中 职 学 校 的 录
取。若考生坚持“非普通高中不
读”，那么建议不要填报第一批
次的中职三二分段及省级以上
重点特色专业的中职学校，因为
一旦被录取，则将不能参加后续
批次的投档录取；而如果考生既
想填报普通高中，又想填报中职
三二分段，则建议参加中职三二
分段补录。

所谓三二分段，即初中毕业
生先在中职学校学习三年，各项

考核合格后，转入对口的高职学
校继续学习两年，学生毕业后获
取普通高职毕业证书。也就是
说，初中毕业后五年即可拿大专
文凭。 有行业人士建议，有意愿
入读中职的学生首先要了解学
校，考量机会。其实，中职的志愿
填报为考生提供了好几次机会，
比如在第一批次里有中高职的三
二分段；同时在普通高中录取结
束后，有中高职三二分段的补录；
还有第四批次中职学校志愿的报
考。此外，考生还可以注册入学，
即在所有的录取批次结束以后，
如果还有剩余学位，可以通过注
册入学的方式就读。

中职录取是先投志愿以后再
回投专业，所以考生需要明确专
业取向，才有利于填报志愿。需
要注意的是，如果考生报考了心
仪中职，就应当选择专业调剂，以
增加录取机会。

中考志愿填报出新规
或倒逼职校增强实力

去年 10 月，中共中央、
国 务 院 印 发《深 化 新 时 代
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其中提到要重点评价职业
学 校 德 技 并 修、毕 业 生 就
业 质 量 等 情 况 ，扩 大 行 业
企 业 参 与 评 价 ，引 导 培 养
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
人才。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的专业适应性评价无疑有
效降低了在校生的学业倦
怠，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和全
面发展。近 4 年，信息学院
毕业生培养目标达成度超
过 90%，实现了信息类专业
集群人才培养质量的动态跟
踪和精准调校，确保了专业
人才培养能够紧跟信息产业
快速发展，达成人才培养质
量持续提升。该人才质量保
证体系实施以来，毕业生教
学 满 意 度、教 育 目 标 达 成
度、专业对口率和雇主满意
度分别提升 10%、23%、5%
和 13%，岗位晋升时间缩短
1~1.5 年，学生屡获职业技能
竞赛大奖。

根据麦可思公司对信息
技术专业群毕业生就业半年
后平均月薪的追踪数据，广
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信息技
术专业群的毕业生月收入较
全国骨干高职院校毕业生高
出 300-600 元，学生就业相
关度高出全国骨干校 10 个
百分点。

“信息专业外部的环境发展
太快了，”学校信息学院副院长
齐攀说，“一方面是学生自己对
于学习的适应性，另一方面是学
生对于外部产业环境的适应
性。我们希望学生能够跟外部
环境跟得紧一些，不希望三年培
养出来后，学生学到的技术已被
更新换代。”

有感于信息专业内容动态
更新之频、之快，信息学院自
2012年起关注专业层面的人才
培养质量保证体系研究。用信
息学院副院长庄越的话来说，希
望能实时动态观察学生的“用户
感受”。

每所学校都会有人才培养
质量的监控手段，但具体到从某
个专业上做系统性监控的体系
就不多见了。那么，信息学院这
套人才培养质量控制体系有何
创新点？齐攀介绍，首先这套体

系实现了从入口到过程，再到出
口的全链条保障，跟每个教学环
节都对应上；第二个亮点则是拥
有先进的具体测评方法，如学院
联合行业企业创新地将德国

“COMET能力测评”体系“为我
所用”。

在关注“用户体验”上，按
“新生适应性-专业学习适应
性-岗前职业适应性”构建了梯
级的专业适应性评价框架，从主
观行为和专业环境两个维度，文
化素养、专业知识与技能、心理
健康、道德素养四个模块，关注
学生在校成长全过程。大一下
学期，学校开展“新生适应性调
查”，通过分析发现新生适应大
学过程的状态变化，一是建议学
生自我明确专业学习目标，是否
需要申请转专业；二是调适个人
的学习方式，提升学习效能；三
是为专业及二级学院开展新生

教育提供参考依据，有效实施新
生服务和指导工作，缩短新生的
过渡期。

在大二上学期开展的“专业
学习适应性调查”，则帮助学生
形成理性的个人专业发展认知，
建立合适的专业发展规划，提升
学生的专业认同度和学习效
能。同时，专业及时调整教学实
施，如该校软件技术专业从专
业、课程层面规范了学生的预期
学习成果，制定了学习成果考核
评价标准，形成了基于成果导向
的教学质量评价与反馈机制，使
专业教学更好地赋能学生。

大三下学期通过开展的“岗
前职业适应性调查”，了解学生
在岗前专业能力与职业素质与
工作岗位要求的吻合度，从而改
善人才培养“最后一公里”顶岗
实习环节的教学实施，提升学生
的就业体验。

实时动态观察学生“用户感受”

人才培养
质量持续向好

2021 年广州中考招
生录取方案已公布，又一
批初中生即将站在择校
的十字路口。今年，中高
职贯通培养三二分段试
点、中等职业学校（含技
工学校）省级及以上重
点特色专业招生计划均
被纳入第一批次，它们
和普通高中被安排在同
样的位置。记者了解
到，考生一旦被第一批
次的中职三二分段及省
级以上重点特色专业的
中职学校录取，将不能参
加后续批次的投档录
取。因而填报志愿时，有
些事项需留心——

长期以来，进入中职被看
做是考生无法进入普通高中的
不得已选择。实际上，职业教
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
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如
今，中职三二分段及省级以上
重点特色专业进入第一批次，
和 普 通 高 中 站 在“ 同 一 起 跑
线”，能否“跑赢”，还要看职业
院校自身实力和水平。这或将
倒逼职业院校不断提高教学质
量，增强自身吸引力。记者采
访中职学校老师获悉，现如今
家长对中职的认可更胜以往，

甚至出现中职学校宿位“一位
难求”的现象。因为较读普通
高中而言，读中职学校还有明
显优势：首先，根据广东省规
定，农村户籍学生、城市涉农专
业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入读公办中职学校可免除学
费；其次，三二分段也缩短了部
分学生拿大专文凭的时间。此
外，高就业率也是职业院校魅
力所在。

记者查询发现，今年部分
中职院校三二分段招生专业增
多，对口高职院校可选择范围

更广，这无疑会加大中职的吸
引力。以广州市财经商贸职业
学校为例，2020 年有 4 个专业
参加三二分段招生，分别对应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和广
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今年该
校三二分段招生专业增多，涵
盖金融、外语、市场营销、物流
等专业，部分专业对接广州番
禺职业技术学院、广东轻工职
业技术学院这类优质高职院
校。因而，对广大中考考生来
说，中职三二分段是一个值得
了解的志愿选项。

新填报规则或倒逼职校增强自身实力

欲报读中职，考生要明确专业取向文/羊城晚报记者 崔文灿
实习生 刘锦鹏

邱冠周院士（图右）和他就读广工时的恩师黎鑫教授 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