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言献策 共话发展 注入科技新动能

问：江门中微子实验站作为“国之重器”，为何会
选择与广东共建，而且落子江门呢？该实验站建成后
将在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广东高质
量发展乃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方面如何发挥作用？

李小男：江门中微子实验站位于开平，是中国科
学院和广东省共同建设的大科学装置，与广东共建主
要考虑区域创新能力、物理研究需求以及政策支持等
多种因素。首先，广东的科技创新氛围浓厚，对基础
研究的支持力度大，广东是全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较
集中区域，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基础研究，制定了基
础研究十年“卓粤”计划，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包括大
科学装置的支持力度。《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的颁布
实施为基础研究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法治保
障。

其次院省合作有着坚实的基础。中国科学院与
广东省坚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双向
奔赴，汇聚湾区，硕果累累，建成的江门中微子实验站
将接力前行，也必将产出更加丰富的科研成果。

再次，江门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江门周边
已经建成有两座核电站，阳江和台山核电站，核反应
发电同时提供了丰富的中微子，且测量距离理想，为
实验提供了最佳的科学条件。在实验站建设过程中
广东省、江门市在项目用地、经费等方面给予大力支
持，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五邑大学、东莞理工学院等
省内高校作为江门中微子实验国际合作组成员，充分
发挥地域优势，全面参与关键部件研发及工程建设。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科学创新
是必经之路，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基石。大科学装
置在基础研究中起到旗舰的作用。江门中微子实验
装置从设计到建造等多个领域在国际都处于先进水
平，这就为破解科技难题、探索宇宙奥秘提供了强有
力的科研平台，这会进一步巩固中国在中微子研究领
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中微子实验装置的建成拓宽了
粤港澳大湾区大科学装置的布局，这将进一步推进大
湾区国家科学中心的建设，为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培养
高水平科技人才。实验站还会进一步提升江门地区
的科技创新能力、优化科技创新格局。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的是，大科学装置首先是一
个科研设施，同时也是一个科普宣传、提高全民科技
素质的有效载体。下一步，我们将和江门一起打好大
科学装置这张牌，依托实验站共同打造一个集科研、
科普、旅游为一体的创新型科普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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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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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举办“代表通道”集中采访活动，来自不同领域的省人大代表集中亮

相，围绕大科学装置建设和运行、粤港澳高校科研机构深化合作、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等热点话题，分享履

职故事，建言献策、共话发展。

省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研究员、开平中微子研究中心主任李小男：

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把粤港澳大
湾区打造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广大
科研人才如何发挥作用，如何与港澳高校、科研机构深化合
作形成合力？

余刚：科技强国的五个基本要素之一是拥有强大的国
际影响力和引领力，成为世界重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我国重点打造的三大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之一，着重发挥广东改革开放前沿和港
澳国际化程度高的优势，致力于打造全球最大的中试验证
和成果应用推广基地。

如今，越来越多的海内外优秀科研人才在大湾区汇聚，
依托大湾区“人才库”优势，环境保护研究工作取得了积极
成效。2024 年上半年，我们团队获批建设广东省污水信息
解析与预警重点实验室，正在解决污水信息因子识别方法、
城市安全信息解析原理、人群健康信息挖掘技术等核心科
学技术问题，推动污水信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024年下半年，我们和珠海高新区合作，成功申请了国
家科研能力建设专项“污水信息系统与专用能源芯片应用
中试验证平台”。项目将研制国际领先的高通量自动监测
设备及配套部件，建设全球首个城域级污水信息解析与预
警系统。

30年前，环境科学还是一门新兴学科，全国能招收环境
化学博士生的高校或研究所屈指可数，导师不超过 10 个
人。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环境保护的研究中，环境科
学与工程类专业成为高考生们的热门选择。

粤港澳大湾区的大学、研究院所和企业的科研人员是
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在粤港澳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的
作用十分重要。希望越来越多大湾区科研人员勇于攻克科
学和技术难题，紧密结合大湾区社会经济发展重大需求，把
握国际科技前沿，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科技创新和成果
转化，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区域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
供强大动力。

我们正在与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的
科研团队合作，努力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全球污水信
息解析与预警的科技创新中心。希望借助污水信息解析与
预警的研究，突破全球污水信息产业成果转化的瓶颈，带动
我国环境监测高端设备的自主创新和国产替代，聚集一批
优质企业开展联合技术攻关和产品研发，加速先进技术的
中试熟化和落地转化，使其成为公共服务产品，培育千亿级
污水信息预警产业，推动污水信息解析与预警系统在粤港
澳大湾区全面应用，为 2035年建成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
流湾区做出贡献。

越来越多海内外优秀
科研人才在大湾区汇聚

省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
（珠海校区）环境与生态前沿交叉研究院院长余刚：

问：广东是制造业大省，也是用工大省。
职业教育应如何进行更具前瞻性和突破性的
探索，更好地培育适合社会需要的技能人才？

化雪荟：职业教育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
首先是时代之需。中国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制
造业大国，随着制造业的蓬勃发展，作为高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主平台，职业教育顺势而
上。广东全省拥有93所高等职业院校，5所职
教本科，高等职业院校在校生规模占据了广东
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十年间为社会输送了近
800 万技能人才。以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2017
届优秀毕业生之一为例，他在毕业后短短5年
时间，就成长为全国的技术能手。这位同学在
校期间经常参加各类技能大赛，屡获佳绩，毕
业之后进入了佛山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将职
业技能继续深化，用了三年的时间突破了打磨
与喷漆分开操作的行业难题，最终在国家级的
技能竞技舞台上脱颖而出，获得全国特等奖。
这只是我们历届优秀毕业生中的一员，却是广
东职业教育适应时代之需，培养高技术技能人
才的真实缩影。

当前，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质职教
人才是人才培养的新方向。我们的一名毕业
生就职于佛山一家新能源电池制造企业，他带
领团队完成了车间将近十万个传感器与智能
制造系统的链接，实现了车间所有智能设备的
互联互通，这意味着为推动企业生产设备的利
用率由80%提升到85%，为企业提升生产利润
5%。

同时，职教出海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动
能。佛山是黄飞鸿和叶问的故乡，佛职院联合
77所兄弟院校及出海企业打造的国际职业教
育公共品牌“功夫工坊”，将佛山功夫“师徒传
承、久久为功、精益求精”师徒传承的精神与职
业教育工匠精神的内涵相融合，面向“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的职教友人以及出海企业输出中
国职业教育的技术和标准，从而推动产教同
行、教随产出。职业教育朝气蓬勃正在前行的
路上，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关心职业教育事
业，一起携手推动中国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
展。

适应时代之需，职业教育
培养高技术技能人才

省人大代表、佛山职业技术学院汽
车工程学院副院长化雪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