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周旖

近年来，高等教育在“双一流”建设、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在重点
领域急需紧缺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培养方
面仍需做许多工作。作为一名在高校从
事古籍文化遗产保护教研工作的教师，未
来我将依托学校搭建的跨学科研究平台，
积极推动“文献与文化遗产保护专业硕

士”学位点的建设工作，不断完善古籍修
复传统技艺传授、古籍保护与化学、材料
学、微生物学、环境科学、人工智能等学科
交叉融合的课程体系建设，形成“技艺传
承+科技保护”的特色培养模式，为我国推
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输送“懂科技的文
化典籍守护者”。

华南理工大学电子显微中心主任、前沿软物质学院教授韩宇

暖春拂来，万象更新。我省科技工作者高度关注全国两会，通过不同形式了解和学习政府工作报告的内
容，并结合自身研究领域畅谈感想体会，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言献策。

本报综合报道 素材来源相关高校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推进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被重点强调。作为一名
科研工作者，我深刻感受到，强化核心技
术攻关和前沿性、颠覆性技术的研发，对
国家战略和产业升级的关键作用。当前，
电子显微学与材料科学的深度融合，为纳
米尺度精准表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
推动了催化、能源、信息等领域的新突

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基础研究
和原始创新，这与我们当前在超高分辨成
像、低剂量电子显微技术以及多尺度材料
表征领域的探索高度契合。未来，我将带
领团队持续聚焦前沿科学问题，攻克超高
分辨成像技术难题，赋能我国材料科学与
先进制造的发展。

华南理工大学环境与能源学院教授严克友

2025年全国两会对科研教育工作者
释放出重要信号：首先，坚持科教兴国战
略地位不动摇，围绕“高质量发展”，推动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其次，打造量子科
技、具身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高精尖领
域引领产业新赛道，破解行业痛点；最后，
警惕“低端产能过剩”与“高端技术卡脖

子”并存风险，实现“跟跑”到“领跑”的转
换，避免行业内卷，培养青年人才进入卡
脖子领域，抢占全球话语权。作为青年人
才，我们潜心钻研，厚积薄发，以科技创新
驱动产业升级、以绿色转型重塑全球竞争
力，在发挥大湾区驱动示范作用中走在前
列。

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江峰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教育改革发
展作出了重要部署，擘画了深入实施科教
兴国战略的蓝图。作为一名生态环境领
域的教育者和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使命在
肩、责任重大。我们要立足国家“双碳”战
略需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厚植“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培养引领未来
的环境领域创造性人才，深耕污染防治与
资源化利用及环境健康等领域，推动核心
技术突破与科技成果转化，保障人民健康
与生态安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绿
色根基。

南方科技大学工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贡毅

工学院将聚焦“新工科”建设，以优
化课程为抓手，融入学科前沿知识，打
造特色课程模块，让理论学习与时俱
进。同时，依托深圳科技创新优势，通
过校企联合实验室等平台，强化学生工

程实践能力，为培养新时代卓越工程师
作出贡献。学院将继续强化有组织科
研，聚焦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前沿领
域，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在服务国家
重大战略、重大需求中彰显工院担当。

聚焦科技创新，听听我省科技工作者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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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环境与气候学院院长陈达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创新”定
位为核心引擎，强调教育发展、科技创
新与人才培养在创新驱动下的深度融
合与协同推进。高校作为创新、科技、
人才的重要交汇点，应积极构建“科技
创新－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的全链条
创新发展体系。未来，我们将紧密围绕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动生态环境创新

科技与人工智能、社会产业的深度融
合；深化“环境+”学科交叉体系建设，培
养兼具创新思维、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
的青年人才；明确创新人才的使命担
当，秉持“顶天立地”的精神，积极参与
国家和地方生态环境建设，以创新活力
赋能美丽中国建设。

深圳大学大数据系统计算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执行主任李坚强

今年全国两会擘画了新时代科技
强国、教育强国的宏伟蓝图。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等新一代智能终端以及智能制造装备，
这为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提供了
根本遵循。大数据系统计算技术国家
工程实验室紧扣国家战略需求，以人工
智能基础理论研究和产教融合为核心，
夯基AI学科，推动“人工智能+”跨界融
合，赋能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升级。

在深耕基础研究，服务地方产业智
能化转型方面，我们将围绕人工智能基
础理论开展系统性研究，搭建算力、数
据等基础设施，为区域产业智能化提供
底层支撑。以国产化技术攻关为例，突

破技术瓶颈，验证“科研服务国家需求”
的实践路径。紧密对接深圳人工智能
产业集群和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布
局，推动技术落地，助力大湾区打造全
球科技创新高地。

在创新育人模式，推动“人工智
能+”学科重构方面，我们将通过“人工
智能+”行动重塑人才培养体系，推动
跨学科课程体系改革，打破专业壁垒；
深化与湾区企业合作，构建“理论教
学+产业实践”双轨培养模式，培育复
合型人才，通过AI赋能传统专业升级，
与多领域建立深度协同机制，推动人
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将家国
情怀融入科研实践，强化服务国家战略
的使命担当。

全国两会胜利召开，为全面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擘画了奋进蓝图。作
为一名高校科研管理人员和科研工作
者，深知只有脚踏实地、久久为功，紧扣
国家战略需求，以有组织科研赋能粤港
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才能实现
新发展和新跨越。一是强化战略布局，
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优化学科链与
大湾区科创走廊协同联动，构建“基础研

究—技术攻关—产业应用”全链条创新
体系。二是深化机制改革，建立创新多
元评价体系，激发人才创新潜能。三是夯
实平台能级，实施“1+2+3”攀撑计划，在
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能源化
工等领域突破“卡脖子”技术，形成突破
性成果，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的
发展，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服务国家
战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工篇章。

广东工业大学先进制造学院副教授周嫚

产学融合是推动高校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抓手，也是培养应用型、创新型
人才的重要途径。因此，我将以教育家
精神为指引，不仅关注理论教学，更注
重实践教学，将行业需求与教学内容紧
密结合。针对一线教学过程环节的重
点难点、当代大学生的需求变化和教育

环境的历史性变化，认真研究教育教学
的客观规律、把握学生学习的认知规
律，主动运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通
过教学与实践的互促互进，强化教书育
人的本领，着力培养堪当强国建设和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广东工业大学科学研究管理部科技处副处长、教授秦延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