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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所“双一流”高校研究院在广州南沙启用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讯

员 齐华伟 刘爱荘 魏彩云）3 月
28 日，由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广
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和华南农业大学三方共建
的广州南沙华农渔业研究院举
行启用仪式，这所渔业科技创新
机构位于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
镇十六涌南沙渔业产业园，包括
研究院主楼、宿舍楼及配套 300
亩实验鱼塘。这所建在塘头的
研究院是广州市唯一一家渔业
领域研究院，将致力于建成以现
代水产种业科技创新为引领的
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水产种业
创新高地，打造产学研结合和成
果转移转化基地和高水平研究
生人才培养基地。活动现场，广
州南沙华农渔业研究院与香港
城市大学海洋与人类健康研究
中心、香港科技大学中药研发中
心、中山大学水产动物疾病防控
与健康养殖全国重点实验室签
订科研合作框架协议。广东省
农业农村厅、广州市农业农村
局、华南农业大学和南沙区相关
领导到场见证。

推动湾区渔业产业和现
代化海洋牧场建设

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刘雅红
出席仪式，她表示，广州南沙华
农渔业研究院将在打好种业翻

身仗，推动“湾区种业灯塔计划”
实施，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
略，支撑湾区现代渔业建设和高
质量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刘雅红指出，广州南沙华农
渔业研究院按照“立足南沙、面
向湾区、服务全国”的整体定位，
整合资源、创新制度，瞄准我国
渔业产业中的实际问题，攻克产
业技术瓶颈，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提质增效；致力于建成以现
代水产种业科技创新为引领的
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水产科技
创新中心，打造产业研结合和成
果转移转化基地和高水平研究
生人才培养基地，为推动湾区渔
业产业和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
高质量发展，落实《南沙方案》、
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实
施“百千万工程”乡村振兴战略，
提供坚实的人才和技术支撑。

据悉，2021 年 3 月，广东省
农业农村厅、广州南沙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华南农业大
学三方共同谋划成立“广州南沙
华农渔业研究院”，经过三方的
共同努力，研究院于 2022年 5月
正式注册成立。目前，该研究院
已完成科研、办公、住宿等场所
建设，具备入驻条件，于 3 月 28
日正式启用。华南农业大学副
校长温小波教授担任研究院理
事长、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秦启伟教授担任院长。

五大渔业创新平台开展
顶天立地研究

研究院以水产种业、营养与
饲料、病害防控、养殖环境调控
和智慧渔业为主要方向，打造了
水产育种与种业、水产种质资源
与环境、水产病害防控、水产精
准营养和智慧渔业与设施养殖
等五大渔业创新平台。研究院
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由院士、长江
学者、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岗位科学家等为核心组成，其
中包括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
大学及澳门大学专家教授。

“我们要开展顶天立地的研
究。”华南农业大学秦启伟教授
表示，研究院要充分利用南沙的
区位优势，跟港澳台以及国际相
关机构开展合作，打造渔业全产
业链，在打造国际水产渔业科技
创新中心的同时，坚持产学研结
合。

秦启伟说，南沙处于咸淡水
区域，既可以发展淡水渔业，又
可以建造海洋牧场，开展陆海接
力研究，克服种苗培育和养殖技
术难关。秦启伟介绍说，研究院
今年将招收 30 名研究生，加上
已经在读的研究生，常驻的研究
生将达到 100名以上。

南沙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研究院重点面向国民
经济主战场，面向产业一线，真
正把科研触角延伸到田间塘头，
解决渔业生产当中的共性关键
技术问题。同时借助南沙的区
位和政策优势，研究院也是一个
开放的平台，将吸引全球顶尖的
科研院所开展合作。

南沙区副区长刘小潼在致
辞中表示，南沙高度重视农业科
技创新，与农业农村部共建国家
数字渔业创新中心，先后与 16
家科研院所搭建一批重大科研
平台，挂牌设立国家水产种质资

源库观赏鱼基地、鲫鱼种质创新
产学研基地、广州南药研究院。
研究院的启用将有力推动南沙
抢占海洋渔业发展先机，为推动
渔业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和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强有力的人
才和科技支撑。南沙将以广州
南沙华农渔业研究院启用为契
机，加快完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
平台布局，推动南沙区构建现代
种业产业体系、打造产学研结合
和成果产业化应用、示范、推广
的新制高点。

华南理工大学再获教育部直属高校精准帮扶典型项目

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

本报讯（记者 冯海波 通
讯员 华轩）近日，教育部公布
了第七届教育部直属高校精
准 帮 扶 典 型 项 目 推 选 结 果 。
华南理工大学精心培育的《绿
富双赢：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
姓 —— 科 技 特 派 员 助 力 乡 村
振兴的华工模式》项目，从 70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申报的 71
个 项 目 中 脱 颖 而 出 ，获 此 殊
荣。这是华南理工大学连续
第六年获得该荣誉。

近年来，华南理工大学立
足“大教育帮扶”格局与“华工
特色”精准减贫模式，深入多地
开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与促
进乡村绿色发展的帮扶实践。
在开展定点帮扶、服务乡村振
兴多年实践中，学校牢牢抓住
科技特派员这个突破口和纽
带，探索形成高校服务乡村振
兴新模式，形成了一批成效显
著、社会影响广泛、可复制推广
的鲜活案例和实践成果。其中
学校科技特派员苏健裕教授团
队扎根粤北山区梅州十多年，
大力推动梅片树产业发展，对
当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发挥
了重要作用，产生了良好的经
济社会效益。

走出校门送去技术创新
的种子

2008年，华南理工大学教师
苏健裕刚刚博士毕业留校工作，
就赶上了学校响应国家“百校千
人万企省部企业科技特派员创
新工程”号召，选派科技特派员
深入企业参与企业技术创新的
好机遇，这让正在琢磨该干点什
么的他一下子有了方向，便毫不
犹豫地报了名。

苏健裕被分派到了位于粤
北山区的梅州。这里属于革命
老区，然而辖区内山多平地少，
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
产业的薄弱，致使人口大量外
流，经济发展乏力，人均GDP 曾
连续25年全省垫底。面对“缺人
才、缺项目、缺技术、缺资金”的
困境，苏健裕咬牙坚持克服重重
困难，切实践行科技特派员的职
责和使命。

一片叶子打开的科研突破口

为了寻找可开发资源，他带
领团队走遍了梅州及周边 46 个
县区，检测分析了 2 万多株野生
植物资源，历时 1年 8个月，终于
发现梅州当地有一种富含右旋

龙脑（梅片）的樟树。梅片具有
促进药物吸收、消炎镇痛等多种
功效，作为基础原料广泛应用于
医药、食品和日化。大家比较熟
悉的安宫牛黄丸、可乐、法国香
水等 200 多种产品都有它的身
影。近年来，梅片的供需矛盾突
出，主要依赖进口，价格节节高
升，开发前景十分广阔。

找到了突破口，他第一时间
联合学校科研团队进行科技攻
关，经过无数次试验，克服了重
重困难，历时三年多，先后开发
了良种无性快繁、梅片高效提取
提纯、高值化综合应用三大核心
技术。在学校的支持下，技术成
果作价 700 万元，与当地两家企
业共同成立广东华清园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推动梅片树产业的
发展。

经过14年的坚守和努力，华
清园公司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和行业标准制定者，梅州成为
国家首个南药梅片产业重点示
范基地，梅片树种植面积达 3.1
万多亩，单一连片规模全国最
大。3200 多户农户参与梅片树
种植，户均增收2万多元，提供就
业岗位4300多个，吸引大量外出
人员返乡就业创业，重点参与梅

片树产业的 10 多个村庄被评为
乡村振兴先行示范村。

打造乡村振兴的“科技林”

十年来，我国坚持把解决好
“ 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打赢
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推动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十年
里，华南理工大学科技特派员们
深入一线，相当一部分进入农村
开展科技帮扶。他们奔走在田
间地头考察调研，直接参与技术
创新，科技赋能激活当地特色资
源，成果转化推动产业发展，实
现“绿富双赢”。学校自 2008 年
以来，累计派出科技特派员超过
1600人次，派出人数占全国十分
之一以上，居全国高校首位。仅
在广东省内，就已经有57名科技
特派员形成19个团队，派驻进17
个省定建档立卡贫困村，针对农
村基层技术人员和农民进行了
约3000人次的技术培训，带动约
8000农户受益。

近三年，华南理工大学与清
远、河源、茂名、揭阳等地区超过
50家农村领域企业签订了合同，
合同经费累计超过3000万元，建
设了3个乡村振兴领域校企联合
实验室，攻克了医药新材料、食
品加工、生态保护、农牧业等领
域多个技术难题，在农村加工产
业，农村旅游，环境治理等产业
领域研发了一大批成果。可以
说，华南理工大学不断深化和推
广科技特派员助力乡村振兴的

华工模式，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道路上栽下了“致富树”，打造
出了“科技林”。

在学校定点帮扶的云南省
云县，针对云县重要酿酒产业
需求，学校派出曾新安作为科
技 特 派 员 ，在 当 地 龙 头 企 业
——茅粮酒业集团设立“专家
工作站”，攻克了白花木瓜酿酒
口感酸涩的技术难题，推动木
瓜种植面积从 9.4 万亩增加至
30 万亩，创设了就业岗位超过
1000 个，累计带动 4万贫困人口
人均增收 2618 元/年，对该集团
司岗里果酒系列的贡献达 9000
多万元。为帮助云县信合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发展，学校选派
苏健裕作为科技特派员，在该
公司建立“云县特色生物产业
研究中心”，攻克滇龙胆主要生
物活性物质龙胆苦苷和当药苦
苷等的提取分离及工业化生
产、清心降火龙胆茶高附加值
开发等技术难题，推动该公司
建设中药材种植基地 3 万亩、古
茶 园 300 亩 、养 蜂 基 地 100 多
个。截止 2021 年底，合作社社
员共 450 人，其中外出返乡的社
员有 203 人，涉及农户数超过 10
万人次，累计带动中药材农产
品销售产值达 3亿元。

据悉，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后
期将对典型项目予以重点宣传
推介，并对项目后续实施予以一
定经费支持，专项用于项目深化
拓展和示范推广。

启用仪式。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