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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工业大学

广纳英才同筑梦，“工”成伟业铸新章。
今年6月，由广东工业大学（以下简称“广工”）作为第一完成单位，陈

新教授团队牵头完成的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是该团
队继2014、2019年以来，以广工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的第3项国家科技
奖；9月 12 日，根据 ESI 最新数据，社会科学总论学科新晋全球排名前
1%，至此该校有7个学科进入全球排名前1%，其中工程学进入前0.3‰；
同日，广工与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达成战略合作，共同发力攻关关键核
心技术，推进医工融合交叉研究创新实践，联合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近年来，广工在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大学道路上取得众多优秀成果，用
“广工所长”力推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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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深入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加快推进急需学科专业超常布局

A特10

加强高素质创新型人才自主培养
力推大湾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广工是一所拥有光荣革命传统和
鲜明红色基因的学校，66年的本科办
学历程书写了一部扩规模、拓空间、上
水平、攀高峰的奋斗史。数次搬迁，始
终扎根南粤大地；几度易名，科教强国
初心不改。

“当前，学校正处于爬坡过坎、奋
起直追的关键期，改革进入深水区。
这些年不断深入推进教育综合改革，
通过全校师生拼搏奋斗，学校学科水
平显著提升、创新能力大大增强，社会
服务能力快速提升。”广工党委书记胡
钦太表示，学校紧密对接国家战略，深
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科技创
新服务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
社会培养了50余万名各类专门人才。

自 2015 年进入高水平大学重点
建设高校以来，广工进入发展“快车
道”。2018 年，学校进入广东高等教
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
划。2021 年，学校在广东省委省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实施“1+2+3”攀撑计划
学科提升工程，改革发展的步伐进一
步加快，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人才是推动高校创新与发展的核
心引擎。广工校长邱学青说：“推进高
水平创新型大学建设，要以人事制度
改革为抓手，优化师资队伍配置、完善
人才发展体系，深化分类评价改革、深
化教师荣誉体系建设，着力打造高素
质人才队伍。”广工坚持人才强校战
略，聚焦“冲一流”学科加大经费投入，
人才规模和人才层次大幅提高，人才
集聚效应持续增强。学校现有国家级
人才数量近 200人次，是 2020 年的两
倍多，人才队伍总量共千余人。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上，
作为教育、科技、人才最集中的交汇
点，高等教育是改革‘主阵地’。”胡钦
太表示，学校深入推进教育教学改
革，聚焦关键领域，加快推进急需学
科专业的超常布局，把科学探索做到
未来科技最前沿，把技术创新做到产
业第一线。学校体制机制改革成效
初显，与产业深度融合特色进一步凸
显，人才输出质量逐年提升，优秀毕
业生在大湾区头部企业就业人数逐
年增多。

B
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
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9月 21日，广工与华为签署了“鲲鹏
昇腾原生人才促进计划”合作协议，成为
全国首家签约合作高校。此次合作是产
教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成果，更是
协同培养面向未来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
新里程碑。

聚焦产业需求深化实战育人，这样
的教育新模式让广工学子深深受益。“广
工之恩，在于无数次的向上托举。”轻工
化工学院博士生陈钰桐的本硕博都是

“广工出品”——本科期间她多次跟随老
师前往企业调研，深入了解行业现状；研
究生期间她瞄准学术领域前沿动态，不
断深耕绿色化工问题研究；博士期间，她
参加国际国内高水平学术会议，获得与
院士等学术“大牛”面对面交流机会，全
方位夯实学术功底。

陈钰桐是“广工模式”人才培养下
的典型缩影。近年来，广工着力打造湾

区工程技术创新引擎，努力成为湾区卓
越工程师的摇篮，推出一系列改革措
施。经过多年实践探索，广工本科教育
逐步构建形成了“三位一体、5I（产教融
合、学科交叉、创新创业、个性培养、区
域融合）并进”的人才培养改革思路与
实施路径。学校建立了 21 个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项目，如创新班、产教融合项
目、微专业等，极大提升了学生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和岗位适应性。

“广工一直承担着全省几乎最大的人
才培养体量，在保障了大规模人才输送的
同时，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邱学青提
出，“学校要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急需
人才的需求，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
方位汇聚产业、科研机构的资源和人才，
进一步扩大‘5I’人才培养覆盖面，全面提
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真正构建形成高素
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广工模式’。”

C
助力大湾区制造业提档升级
勇当“广东制造”中坚力量

从诞生之初起，扎根南粤大
地、服务祖国所需便是广工的发展
底色。60 多年前，为解决香港百
万同胞饮水难问题，该校近200名
师生参与东深供水工程建设，以

“要高山低头、令河水倒流”的胸怀
抱负和实干精神，一年内建成 83
公里供水“生命线”，获“时代楷模”
称号；选矿专业校友邱冠周院士说

“国家怎么提倡我就怎么办，跟着
国家战略走”，他用双手敲开“绿色
冶金”大门，用生物技术的钥匙打
开资源利用的“天堂之门”，将矿物
加工理论与技术水平提升到世界
领先行列；机械专业校友陈韶章投
身广州地铁建设 46 年，面对复杂
地质，与团队不断攻克技术难关，
以实际建设成就反驳“广州无法建
地铁”之论……

“多年来，学校紧密围绕国家
所需、湾区所向、广东所盼，积极
投身于新型工业化建设的浪潮，
以实际行动诠释‘广工担当’。”邱
学青说，作为省属理工科高校的

“长子”，广工始终坚守以工为主
的底色，在“重大急需”当前勇往
直前、在“卡脖子”难题面前决不
退缩。据统计，广工扎实推动科
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与
地方政府和工业界联合共建了 14
个“造血式”重大协同创新平台，
服务企业超 6500 家，带动产值超
200亿元。

邱学青教授带领团队“三十年
磨一剑”，在木质素理论与高值化
利用技术及应用方面作出重要贡
献。建立了木质素聚集微结构理
论与调控技术，以工业木质素为原

料研制高效减水剂应用于东深-香
港供水工程、广州地铁等120多个
国家和省级重点工程；在全国建立
13 个生产基地，生产八大系列 20
多种木质素高值产品，产生重大经
济与环境效益，为生物炼制绿色发
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前不久，王成勇教授团队申
报的项目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原创探索计划项目延续资助，标
志着广工在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培育从 0 到 1 的引领性科研成果
方面取得积极进展。该项目使高
性能理想材料零件的声制造向前
迈进了一步。

在一代代广工教师的影响带
动下，学子们也将“扎根广东大地，
服务湾区建设，支撑产业发展”的
理想信念厚植于心。数据显示，50
余万广工校友超 90％服务于大湾
区，近 80%投身产业一线，成为广
东制造业的中坚力量。

今年巴黎奥运会上，广工校友
蒋伟楷的灯光音响企业为盛会、为
我国“增光添彩”——其明星产品
点亮开幕式灯光秀，带动产业链加
速出海，充分展示了“广东制造”的
实力与魅力。

教育强国，广工何为？“广工以
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带动人才培养
和科技创新，推动教育、人才、科技
贯通融合，培养更多高素质创新型
人才，更好地服务于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跑出了广工‘加速度’。”邱
学青表示，“打造‘广工引擎’，发挥

‘广工所长’，为支撑国家战略和地
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
动力，广工人一直在路上。”

广工大学城校区校园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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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乡村振兴，涉农高校当何为？作为涉农高校，仲恺农业工程学
院有天然的历史责任和独特学科优势。近年来，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瞄准国家战略和产业所需，以“头号力度”服务“头号工程”，在加快
建设成为新时代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征程中，以多学科
交叉融合赋能新农科、新工科发展，精准聚焦科技帮扶地方产业，践
行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的光荣使命，为推进“百千万工程”交
出高质量的仲恺答卷。

文/孙唯 曾献尼 龚慧枫 图/学校提供

A
农村科技特派员

走出一条助力乡村振兴的“好路子”

A特10

乡村振兴不是“一阵风”，而是
要帮助乡村从“输血”到“造血”。

“双百行动”也不能“一头热”，而是
要高校与受扶地“双向奔赴”。但
是，如何让高校的科研成果与乡村
所需无缝对接？仲恺农业工程学
院农村科技特派员走出了一条助
力乡村振兴的“好路子”。

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的《全
国科技小院发展报告（2024）》，目
前全国已有157个研究生培养单位
积极参与，牵头建设了 1800 多个
科技小院。在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近年立项建设的 30余个校级科技
小院中，就有 7 个已获国家支持。
在最近的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农
村科技特派员第二轮重点派驻工
作中，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获立项
202 项，参与立项 7 项，共计 209
项，位于全省前列。这些成绩的背
后，是学校紧密结合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提出的“统筹推进教育科技
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以“1+
2+1+N”组团帮扶策略扎实推动人
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仲
恺科技特派员团队坚守初心、躬耕
一线的生动体现。

在清远佛冈，“竹山粉葛科技
小院”正在发挥科研创新能力和人
才集聚效应，通过更高层次投入，
切实解决当地粉葛产业发展技术
难题。面对300年历史的粉葛产业
产品特性挖掘不够、市场竞争力不
强、深加工不够、细菌性病害导致
产业发展规模逐渐萎缩等问题，仲
恺农业工程学院团队连续两年扎
根当地开展研究，建立绿色防控技
术体系，依托示范基地和培训班进
行推广应用，初步建立了一套竹山
粉葛高产高质栽培技术模式，同时
采取“集体经济+合作社”模式，打
造竹山粉葛标准化绿色生产基地，
开发了竹山粉葛面、米粉、茶饮等
初加工产品。

截至2023年年底，学校科技特
派员团队累计服务带动农户 7800
多户，服务企业、合作社、农民协会
等机构 600 多个，引进新品种 167
种，推广新技术 243 项，为受扶地
引进项目89个，举办培训班320余
场次，帮助受援对象增收 1400 多
万元，有力助推中央厨房预制菜、
开平马冈鹅、加州鲈鱼、湛江荔枝
等产业创新发展。

在高校赋能乡村振兴的过程
中，不仅要解决受扶地的急难愁
盼问题，精准对接地方需求，更要
为当地培养一支“带不走”的队
伍，还要把乡村振兴的舞台化作
高校立德树人的平台，不断推动
农业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

在梅州市丰顺县留隍镇，株
株橄榄树翠绿欲滴。作为橄榄的
主要栽培区域，面对橄榄产品存
在的问题，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园
艺园林学院优稀水果团队长期深
入留隍镇积极开展调查和选种，
选育出“早嘉橄榄”“隍嘉橄榄”2
个新品种，帮助留隍橄榄每亩产
值超过 2 万元，成为当地种植户
的主要经济来源。与此同时，团
队还为基地和种植户开展多场栽
培技术培训，累计培训人次超过
100 人，培养了一批新型职业农
民。团队还协助当地获得橄榄地

理标志产品，指导当地企业获得
广东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建设
立项，建立橄榄标准化生产示范
基地，制定橄榄生产技术规程等
生产技术标准，推进橄榄标准化
高效生产。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还服务推
动了县域基础教育与高校社会服
务“双向奔赴”。学校组织“百千
万工程”青年突击队，为结对镇中
小学开展定点服务；围绕师资队
伍、教育教学开展学科教育提升
指导，开展覆盖全县的帮扶对
接。例如派出教师博士团到佛冈
15所中学、中职学校常态化开展
乡村教育服务，外国语学院师生
在寒暑假期间赴结对的丰顺县小
胜镇，为 178 名中小学生举办 15
天英语文化营，以“点对点”形式
推动高校与中小学实现教学资源
共享。教师发展中心为丰顺县55

名骨干教师举办为期一个半月的
心理健康教师培训班，共同促进
思政、心理学科的全链条发展提
升，有效提升了受扶地的师资水
平和教学力量。

此外，2023 年以来，仲恺农
业工程学院通过全国乡村产业
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培养基
层干部1200多名，有效提高了基
层干部的政策水平、业务素质和
服务能力。“高校是科技和人才
的重要结合点，我们要充分发挥
人才优势，把助力县域高质量发
展和推进学校高质量办学紧密
结合起来。”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党委副书记、校长廖明表示，“我
们注重引导学生将专业所学运
用于实际，将人才培养环节下沉
到田间地头和产业一线，因此学
生的动手能力和服务基层能力
都很强。”

当“仲恺科技”遇上饶平狮头鹅，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
在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广东饶平

狮头鹅科技小院首席专家付晶的带领下，师生团队与农
户同吃同住同劳作，帮助农户解决一个又一个实际生产
中遇到的难题。为了让学生们能够接受多方的教育与
信息、能够更好地掌握专业的知识，中国农业大学、浙江
省农业科学院、新疆农业大学的老师和学生都来到科技
小院交流学习，一批批专业知识过硬的“新农人”在一步
一个脚印中成长起来。更加可喜的是，经过理论与实践
的充分融合，同学们受到了用人单位的青睐，“有的学生
因为很优秀，早早被当地的公司招过去了，这也顺利地
解决了学生们的就业问题!”付晶激动地说。

落实“双百行动”、服务“百千万工程”，对大学建设
改革发展和人才培养具有重要导向作用，能有效检验办
学成效。近年来，学校将“双百行动”和人才培养相结
合，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强化实践教学，厚植学生知农爱
农情怀。在此过程中，师生掌握县域经济发展所需，学
习和科研方向更明确，同时学校据此完善学科专业体
系，进一步提高了人才培养适应性。

在刚刚过去的暑假，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作为广东重
要的以农、工为优势的高校，以举办“新时代大学生和

‘百千万工程’”主题征集活动为抓手，组建了331支“百
千万工程”青年大学生突击队，组建队伍数、结对成功
率、参与人数均创下历史新高。此外，学校还牵头承办
首届丰顺县文旅文创设计大赛，承办丰顺县文旅宣传大
使选拔赛，师生们走进县镇乡村，以课堂所学服务乡村
振兴，用脚步丈量乡村热土，用青春服务祖国社会，为助
力广东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接下来，仲恺科技特派员团队将继续以‘科技小
院’‘轻骑兵’工作站等为载体，实现多方资源联动，强化
组团式科技帮扶，瞄准地方发展需求，精准服务特色产
业，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建设高水平应用型
大学实现互融共促。”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校
长廖明表示。

B 把乡村振兴的舞台化作高校立德树人的平台

C
为“百千万工程”
融入“仲恺智慧”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教授付晶（右一）带领师生团队常
驻广东饶平狮头鹅科技小院

仲 恺
农 业 工 程
学 院 教 授
喻 国 辉 为
佛 冈 农 户
举 行 竹 山
粉 葛 病 害
防控培训

为“百千万工程”贡献智慧
走出一条乡村振兴的“好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