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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岁华南农业大学
青春蜕变 风华正茂

文/陈亮 钟耿涛 陈芃辰
费思迎 谢欣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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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 年，广东全省农事试
验场及附设农业讲习所诞生，
点燃了岭南高等农业教育之星
火，也奠定了华南农业大学的
百年基业。1917 年，讲习所改
为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后
并入中山大学农学院。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
时，由中山大学农学院、岭南大
学农学院和广西大学农学院畜
牧兽医系及病虫害系的一部分
合并成立华南农学院，毛泽东主
席亲笔题写了校名。1970年与
中南林学院合并，改名为广东农
林学院；1977年恢复华南农学院
校名。1979年，学校经国务院批
准列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1984
年正式更名为华南农业大学。

从初创时期的筚路蓝缕、
艰苦创业到中山大学农学院、
岭南大学农学院时期的人才荟
萃、蓬勃发展，从抗战时期的流
离转徙、弦歌不辍到院系调整
时期的资源重组，再到改革开
放后的飞跃发展，不管是鲜花
铺路，还是荆棘满地，一代代华
农人始终不忘“振兴中华农业”
的初心，执光开路、向新而行。

历经115年岁月磨洗，华农
已从一所广厦高楼皆无的农业
专门学校，嬗变为以农业科学、
生命科学为优势，多学科协调发
展的高等教育殿堂。近年来，学
校发展迅速，2015 年入选广东
省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2022
年跻身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近日，华农以迎来办学115周
年为契机，校园内软硬件设施纷
纷“焕新”，体育馆、人才公寓、校
医院等一系列民生工程竣工揭
幕，向外界展示“薪火相继，聚力
一流”的深厚底蕴与崭新风貌。

“体育馆寄托着几代华农人
的夙愿，如今正式落成启用，必将
助力学校体育事业发展进入新阶
段。”李凤亮表示。华农综合体育
馆总投资近4.4 亿元，总建筑面积
52448.48㎡，满足体育教学、日常
训练、竞技赛事、大型活动等多种
需要，是广东高校规模最大的综
合体育馆之一，已然成为华农的

“新地标”和“打卡地”。
作为华农近20年来投资规模

最大的民生工程之一，华农人才
公寓于今年9月顺利竣工，有效改
善中青年教职工的居住条件，是

“事关学校教职员工切身利益的
一件大事、喜事”。李凤亮表示，
希望让优越的人才发展环境成为
学校“双一流”建设、赋能城市发

展的强大支撑。
日前，由校友捐资逾亿元打

造的校医院新大楼启用。该医院
新大楼根据二级乙等标准设计，
能提供全面专业、便捷优质的医
疗服务，为全校师生和周边居民
的日常就医需求“保驾护航”。该
项目从设计施工到医专系统、空
调和医疗设施设备、家具家私，全
部由工程学院 1983 届校友杨庆
华、黄永仪伉俪捐资建设，累计投
资达1.09亿元。

华农附属小学综合教学楼崭
新亮相，总建筑面积近8000㎡，设
有 14 间容纳 45 人的标准教室、9
间功能室和1间多功能教室，有效
增加优质学位供给，进一步保障
华农教职工子女教育，提升学校
高层次人才吸引力。

此外，一系列校园环境提升
项目纷纷落地，涵盖农林讲习所
门楼复建、图书馆周边环境提升、
校园交通环岛改造等，为风景如
画的华农再添一抹亮色。

校庆前夕，校友们心怀感恩，慷
慨解囊，老师们以身作则，引领风尚。

近日，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华
农工程学院教授罗锡文发起的“强
农”教育基金成立签约。“我今年79
岁了，但我从来没感觉自己老了，
因为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包括科
学研究、培养年轻人……”基金发
起以来，得到了广大校友、社会各
界热心人士和师生的踊跃响应，目
前捐赠金额已超过600万元。

华农“毕英佐奖学金”基金则

再获捐 520 万元，总额超 1000 万
元。80岁高龄的华农老教授毕英
佐表示，希望基金能激励学子成
为志向远大、品格高尚、人格健全
的优秀人才，自己将会在有生之
年继续传递爱心、传递温暖，回报
华农、回馈社会，为青春默默耕
耘，灌溉学子梦想。

据介绍，以办学115周年为契
机，华农校友、教授、社会各界朋
友慷慨捐赠，到账金额近亿元，实
物捐赠累计价值约2亿元。

“校庆季”期间，一系列主题
活动精彩纷呈。

11月8日晚，华农办学115周
年文艺晚会如约而至，乐器演奏、歌
舞表演、舞台情景剧、服装表演、音
诗画等为观众带来一场震撼人心的
视听盛宴，东区运动场星光璀璨，笑
声、掌声、欢呼声不断。当晚，广州
塔还为华农而点亮——“我爱华南
农业大学”“薪火相继 聚力一流”

“服务百千万 当好新农人”及华农
校徽、校名等在“小蛮腰”上滚动播
放，全球华农人同享喜悦。

“大美华农”文艺作品展暨学
术研讨会于11月 6日举办。众多
文艺名家深入学校实地采风，以

书法、水墨画、散文、诗歌等形式
描绘华农之美，充分诠释出“天地
有大美，华农就是一个生动的注
脚”。华农办学底蕴深厚、历史文
化悠久，近年来在校园文化建设、
文艺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
了一系列成绩。“文化是一所大学
的灵魂。”李凤亮表示，“系列文艺
活动，既是对‘大美华农’的一次
全方位艺术展示，也是学校现代
大学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与此同时，华农校史馆更新
重启开馆，以图文、视频、实物、场
景还原及多媒体互动设施等多种
形式，记载与映射华农115年来立
德树人、强农兴农的发展历程。

●光影流转百年梦，艺韵满堂绘华章

●民生工程再提速，校园地标齐“上新”

过去 5年来，华农获国
家科技奖5项，获批共建全
国重点实验室4个，牵头组
建“中国-拉丁美洲农业教
育科技创新联盟”，与中国
农科院、上海交通大学、香
港科技大学、岭南大学等正
式建立校际合作关系。这
些科研成果的诞生，是因为

“敢于创新”。
华农人在世界上首次

成功培育出无籽西瓜，开创
了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控
制植物病毒病害之先河；在
国内率先开展兽药群体药
物代谢动力学研究，设计
出我国最早成功开进水田
作业的轮式拖拉机；建设
了 全 球 首 个 水 稻 无 人 农
场；培育出国内首例基因
组选择的种猪；在 SARS、
新冠病毒感染等公共卫生
事件病毒科研中发挥重要
作用；完成了首个荔枝基
因组的测序和组装，育成首
个 龙 眼 荔 枝 杂 交 新 品 种
……华农不断提高科研实
力，填补多个研究领域空
白，收获硕果累累。

在建好“科研高地”后，进
一步发挥学科和人才优势，将
科研成果转化为生动实践，也
是华农的重要着力点——学
校组建了一支“科技尖兵”队
伍，先后选派科技特派团、科
技特派员、农技推广轻骑兵等
1900余人次，深入农业产业
生产一线，助力破解产业技术
发展难题，打造“永根科技
站”，成为“专家团队+农业企
业”的创新联合体。

近年来，华农面向世
界科技前沿和社会发展所
需，汇聚多学科、多领域资
源，优化研发任务和科研
力量布局。“学校近期会集
中成立一批研究机构，包
括校地合作、校企联手的
发展共同体，以及引领新
产业、催生新业态的创新
联合体，还有学科交叉、超
前布局的协同孵化体。”李
凤亮介绍。

“我们要把华农建成引

领南方农业新质发展的创
新高地。”对于未来，薛红卫
强调了两个“+”，一是要探
索实施“农学+”学科会聚
机制，推动传统优势农科与
基础学科、人文社科、现代
工科深度交叉融合；二是要
探索实施“农业+”平台引
领机制，布局建设节水抗旱
稻、南方大豆、生物智造、农
业生物类器官、农业大数据
超算/智算、低空经济（技
术）等未来农业技术创新平
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
强成果推广应用。

●培养了12名院士、逾30万优秀人才

A 百余年积淀
筑牢强国兴农之基

B 争创一流 笃行不怠
115载办学成果丰硕

●建设引领南方农业新质发展的创新高地

C 软硬件全面升级
校庆季活动纷呈

●百年情怀化作“强农”暖流，千万善款润泽后学之路

●打造服务“百千万工程”示范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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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学校第一届董事会正式成立，华农的治理体系迈出了更
为坚实的一步。未来，华农将在此基础上加强社会合作，争取办学
资源，促进学校“双一流”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李凤亮指出，校董会
的成立预示着学校发展将进入更加开放、合作、共赢的新阶段。

从昔日一间小小“农专”，到如今的“双一流”建设大学，115年
来，一代代华农人微光成炬、聚力一流，为立德树人、强农兴农贡
献力量。明日华农，将更加拼搏进取，赓续强农报国传统，奋进一
流建设征程。

华南农业大学办学115周年纪念特刊

“我们有一大批优秀校
友，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建
功立业，诠释了华农人矢志
报国、实干兴邦的崇高追
求。”华农校长薛红卫表示，
115 年来，华农培养了包括
12 名院士在内的三十多万
名优秀人才，“求实”与“创
新”，是华农始终不渝的育
人目标。

华农在教育创新方面成
果显著，其首创的农事、工
程、管理三大通识技能训练
课程即为一大亮点。学校与
农业龙头企业开设企业创新
班、共建产业学院、开展研究
生专项制改革项目，提升华
农学子躬身实践、服务产业
的能力。“要共建好与农业龙
头企业合作的 16个产业学
院，构建以‘温氏兴农创新

班’为代表的合作培养农业
领军人才新范式，实现人才
培养与产业需求无缝对接。”
华农党委书记李凤亮提出。

“追求卓越、矢志创新”
是华农人才培养的关键。

“丁颖创新班”“卢永根书
院”等“新农学”拔尖人才培
养模式接连完善，通过实施
贯通式、书院制改革，强化
科研创新训练，华农着力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
有创新精神、知农爱农的新
时代卓越农林人才。在结
束不久的 2024 年中国国际
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总决
赛上，来自园艺学院的“援
藏粤茶”项目斩获“青年红
色筑梦之旅”赛道金奖。巫
泽慧、蔡嘉俊等同学克服高
原反应等困难，创新性地将

“茶中香水”潮州单丛种植
到平均海拔 1200 米的西藏
墨脱，帮助藏民脱贫致富。

强大的学科基础与教
师团队，则为华农人才培养
注入强劲动能。近年来，华
农作物学入选国家“双一
流”建设学科；新增2个ESI
全球排名前1‰学科，前1%
学科由7个增至13个；新增
国家级人才 37 人；获国家
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3 项；2
年连续入选全国高校黄大
年式教师团队 2 个。“自建
校以来，华农坚持以农立
校，彰显岭南特色，赓续优
良传统，激发奋进力量，勇
担育人使命，践行一流追
求，书写了一篇篇崇教育
人、强农报国的华彩乐章。”
薛红卫介绍。

作为我国农业字头的综合
性大学，华农始终发挥着先锋
模范作用，通过科技与教育双
轮驱动，助力乡村振兴，书写了
一篇篇动人的爱农兴农篇章。

广大华农师生坚持发扬
“自找苦吃”的精神，把乡村田
野当作广阔课堂，在社会实践
中历练真本事。今年以来，
751 支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
程”突击队、近万名学子深入
南粤 21个地级以上市 1500多
个行政村的田间地头，把“大
思政课堂”搬进乡村振兴一
线，聚焦岭南特色产业、乡村
集体经济、文化创意和保育、
乡村规划建设和公共服务等领
域开展调研、大数据收集和深
度分析，形成一手调研报告，
助推广东农业农村现代化建
设。李凤亮多番寄语师生，要
在社会实践中找到“真问题”，
在实践中解民生、治学问、出
成果，在“自找苦吃”的历练中
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

在水稻智慧无人农场上，
罗锡文院士带领团队师生将人
工智能技术与现代农机装备相
结合，围绕数字化感知、智能
化决策、精准化作业和智慧化
管理四大关键技术，实现“耕、
种、管、收”全程智能化和智慧
化，解决未来“谁来种地”的问
题；全国荔枝园里，园艺学院
荔枝科研团队通过共建荔枝现
代农业产业园、成立华农荔枝
研究院、设立荔枝专家工作站
等方式，支撑了一批农业龙头
企业的发展，还深入荔枝产
区，为一线的农户开展技术培
训，助力荔枝从“小特产”升级
为“大产业”；河源紫金县里，
华农植物保护学院冼继东团队
和园艺学院李丹团队突破茶小
绿叶蝉的人工繁育技术，助力
紫金蝉茶提质增效，推动拥有
独特蜜香的“小叶子”做出高
质量发展的“大文章”……

“作为农科学子，我们将生
产技术带到基层，真正做到立
足产业需求。我们致力于产业
发展，从种植到加工，通过所
学帮助果园丰收、果农赚钱，
我们充满成就感。”2023 年突
击队省级品牌项目代表，园艺
学院“火‘荔’全开”实践团的
同学分享道。

“要着眼于增强服务国家
战略的科技贡献力，链动学院、
学科、平台、团队一体化建设，
在生物种业、粮食安全、乡村振
兴等领域主动作为。”薛红卫表
示。未来，华农将继续加强成
果推广应用，培育南方农业新
质生产力，打造服务乡村振兴
和“百千万工程”示范样板。

华农师生在田间上课

吴珍芳老师（左二）指导学生进行科研

在南粤大地上，有这样一方
教育沃土——她已培养出 12名
院士，逾 30 万优秀人才；近年
获国家科学技术奖16项，“科技
尖兵”队伍走到田间地头，为产
业发展破除瓶颈；广大师生把
田野当作课堂，深耕乡村振兴
之路，当好“新农人”，服务“百
千万工程”……她是广州单体面
积最大的学校，是华南唯一农
林类“双一流”建设高校——华
南农业大学。

2024年 11月 10日，她迎来
了 115岁生日。生日到来之际，
华农的每一寸土地都不断被赋
予新的生机与色彩——综合体
育馆落成、人才公寓竣工、校医
院新大楼启用、附属小学教学楼
崭新亮相；校史馆焕新开放，艺
术展览、文艺晚会竞相绽放，艺
术与学术的盛宴精彩纷呈；校
友、老师、社会各界慷慨捐赠，为
学校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全体华农人共同见证了学校的
校园面貌有新变化、办学事业有
新进展、资源汇集有新突破、社
会形象有新提升。 华南农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