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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高校的青年学子应该读懂农
耕文明、汲取农耕智慧，扎根乡土实
践、注重产业融合，强化科技赋能、坚
持守正创新。”3月 11日上午，华南农业
大学党委书记李凤亮教授在 2025年春
季学期“思政第一课”中以“筑牢文化
自信根基 赓续岭南农耕文明”为主题，
激励青年学子在岭南农耕文明传承创
新中展现华农青年的担当和作为。

课堂上，李凤亮通过场馆参观、非
遗创新展示和总结授课的方式，带领
华农学子直观感受岭南农耕文明的独
特魅力，共同探索传承创新的发展路
径。“广东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
点实验室”岭南农耕文明重点实验室
主任倪根金教授、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破茧成蝶’香云纱时尚化巡展”负责
人金惠教授作为嘉宾参与授课。这也
是华南农业大学“农耕文明大讲堂”的
第三讲课程。

岭南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
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
特的文化价值。在华南农业博物馆广
东农业历史展厅，倪根金通过一个个
独具岭南特色的农耕场景、一件件珍
贵的藏品和文献资料，为同学们讲解
岭南农耕文明的发展历程、主要特征
和重要价值，重点回顾了历代华农人
在岭南农业发展与文化传承方面作出
的突出贡献。“华农先贤作为深度参与
者、见证者，为岭南农耕文明的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值得青年学子去深入
了解、学习传承。”

香云纱作为广东独有、世界唯一的
中国面料，其古老精妙的传统生产工
艺几近失传，华农专家教授团队与众
多文化守护者一起推陈出新，才使得
非遗香云纱重新绽放光彩，使得岭南

农耕文明焕发新的时代价值。在红满
堂，金惠讲解了艺术学院服装设计团
队围绕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香云纱所
开展的一系列时尚化、年轻化、跨界融
合的创新实践，并带领表演系学生展
示了团队在香云纱服装设计的最新成
果。

在总结授课中，李凤亮引用大量案
例和自身研究成果，从文化的视角探
索岭南农耕文明的独特魅力，并结合
国情省情深刻分析了岭南农耕文明在
传承创新过程中面临的技艺断层、乡
土情结淡化、文化失真等问题和挑战。

作为农林高校的青年学子，应当如
何在农耕文明的创新转化中展现青年
担当，助力破解传承发展农耕文明过
程中的痛点堵点问题？李凤亮向同学
们提出三点希望。一是读懂农耕文
明，厚植爱农情怀。增强对农耕文化
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树立爱农、尊农、
崇农的价值观念，进一步涵养向上向

善、刚健朴实的文化。二是传承农耕
智慧，激发文化创意。发挥专业优势，
积极投身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文学艺
术作品创作、乡村旅游规划等领域，赋
能文化产业发展。三是扎根乡土实
践，助力文化振兴。敢于深深扎根于
农村广袤的土地，将课堂所学与田间
实践紧密结合，在乡村振兴和农业现
代化这个“练兵场”上“强筋健骨”。

人文与法学学院 2022 级汉语言文
学专业黎学而同学表示，通过本次学
习深刻意识到读懂农耕文明、厚植爱
国情怀的重要性，了解到传承农耕智
慧、激发文化创意是解决传承发展农
耕文明痛点堵点问题的关键所在，“我
们将真正深入乡土中国，将农耕文明
元素融入文学创作，用文字记录和传
播岭南大地的风土人情，让农耕文化
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本报记者 刘肖勇
通讯员 蓝学明 曾子焉 李彦华

完善创新型拔尖人才培养体系

大如表盘的蓝莓、肉质扎实味道喷
香的黑猪肉烤肠免费试吃，还能动手制
作蝴蝶标本……3 月 8 日，为推动学校
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华农品牌影响力，
首场“华农优品荟”优质农产品体验展
在华南农业大学举行，集产品销售、科
技成果展示、科普文化于一体，引得不
少人前来参与。

据介绍，“华农优品”是华农校企品
牌，依托华农学科和技术优势，开通“科
技强农”“双百行动”“学农兴农”“专利
助农”四大板块优质农产品，优选产品
寻源直供，发挥联农带农作用。活动现
场，10余家企业和华农资产公司、食品
学院等单位向师生市民们热情展示讲
解华农优品旗下产品，提供免费试吃和
产品讲解，并配备 LED 屏宣传科技助
农知识，活动现场还开展了“优品知识
竞答”、DIY 工坊教学、拍照打卡送文创
等丰富多样的互动活动，引得许多师生
市民驻足体验。

除了四大板块主题展区，本次活动
还设置了“科普传农”主题内容。在植
物保护学院、海洋学院师生带来的昆虫
和观赏鱼科普讲座现场，不仅可以听到
生动形象的知识讲解，还可以动手制作
标本、近距离观察漂亮的小鱼，趣味横
生、寓教于乐，参与观众响应积极，气氛
热烈。

华农资产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活
动计划长期举行，以周末为主，接下来
还将带来航天丝苗米、南方大豆等华农
科技农产品展示。

本次活动由华农资产公司、科学研
究院、乡村振兴与社会服务处、对外联
络处、校团委联合举办，广州市华农大
商业服务有限公司承办。

本报记者刘肖勇 通讯员 费思迎

聚焦重点领域
加强基础学科建设

去年，为了加强基础学科建
设，中山大学强基计划增加了 25
个招生指标。今年新增的招生
计划主要聚焦于新兴交叉学科、
国家紧缺学科以及双学士学位
等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旨在推
动重点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
养，进一步强化服务国家重大战
略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需求的

针对性和能力。
高校是未来产业的重要创

新策源地和人才孵化器。中山
大学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
世界，在深圳校区布局新工科、
新医科，在超算、海洋、生物医学
等方面重点布局发展交叉学科，
建立香港高等研究院，瞄准世界
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为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
问题攻关提供智力支持。

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

业的兴起，中山大学高度重视
人工智能学科发展，围绕“主
体、基础、应用”三个层面，在广
州、珠海、深圳三校区布局人工
智能相关学院，集聚 17 个学院
共同构建大智能学科教育体
系，布局建设人工智能研究院
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开设人
工智能和逻辑学通识课程，设
置“人工智能+”交叉专业、微专
业和双学位项目，着力培养未
来通用人工智能发展跨学科人
才。

全面提升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质量

创新的根本在人才，培育新
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
高水平人才支撑。高校是拔尖
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主阵地、主
力军。中山大学已出台系列举
措，健全体制机制、丰富培养路
径、优化育人体系、创新培养模
式，持续探索拔尖创新人才自主
培养路径。

2022年底，中山大学启动学
部制改革，先后成立七大学部，
通过学部统筹相同和相近学科
的人才培养标准、学术评价标
准，促进学科交叉融合。2023年
以来，学校统筹整合系列学科资
源，开设跨学科微专业，开设“计
算、数据与管理”“人工智能经济
学”“智能无人系统”等跨学科课
程模块，陆续增设“土木、水利与
海洋工程”“遥感科学与技术”

“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PPE）”
“整合科学”等交叉专业、二次遴
选专业，不断激发学生主动学
习，服务新工科、新医科、新农
科、新文科人才培养。

学校深入实施基础学科拔
尖人才培养计划 2.0 和强基计
划，加强基础研究和基础研究人
才培养。全校已有 10 个专业入
选强基计划（基础学科招生改革
试点）；11 个学科专业入选基础
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基地
（拔尖计划 2.0），总数位居全国
并列第 4。全校 2500 门左右的

专业课实现跨院系开放共享，所
有院系均开设本研贯通课，约
82%的院系设置荣誉学位制度，
18个院系设置了本研一体化培养
项目，推动本研贯通学习、跨学科
学习、通过实践和研究学习。

中山大学还在持续深化研
究生教育改革，推进研究生分类
培养，学术学位突出“科教融
汇”，强化学术创新能力培养，推
动高水平研究生成为科研创新
的重要生力军；专业学位深化

“产教融合”，探索建立高校—政
府—企业—研究机构联合育人
的机制，培养现代化产业体系所
需高层次人才。

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任
务。中山大学将不断提高人才
培养体系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的匹配度，不断完善面向未
来的创新型拔尖人才培养体系，
全面提升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
质量，为建设教育强国、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中山大学）

为稳步扎实地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扩容”，
持续推动高等教育提质升级，2025年中山大学将进
一步扩招本科生，内地本科生招生计划增加至7845
人。近年来，中山大学内地本科招生计划一直维持
在7730人的规模，常年位列国内高校前列；与此同
时，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的排头兵，中山大学
在港澳台本科生的招生规模上多年来一直保持在
500人以上。今年，加上港澳台本科招生及本科留
学生招生，中山大学本科生招生规模将逾8500人。

华农“思政第一课”
讲述岭南农耕文明传承创新

首场“华农优品荟”
体验展举行

中山大学扩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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