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五 2025年6月13日
院所责编：张文鑫 美编：晓阳

Email:gdkjb@126.com 校校 1515高高

中山大学召开科技工作会议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
书处副秘书长安延，华南农业大
学党委书记李凤亮，广东教育国
际交流协会会长赵鹏飞，新青年
全球胜任力人才培养计划专家
指导委员会主任马燕生，澳门中
西创新学院校长、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原校长仲伟合，中国教育国
际交流协会秘书处原副秘书长
周燕，华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
陈磊出席会议。广东教育国际
交流协会副会长陈光荣主持
会议。

安延介绍，中国教育国际交
流协会自2021年起全面启动“新
青年全球胜任力人才培养计
划”，目前已有 161 所高校加入。
她表示，协会将继续积极探索和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拓展交流渠
道，深化合作关系，以更加开放
的心态、更加创新的理念、更加
务实的行动，助力青年学生成长
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国际沟通
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李凤亮表示，华南农业大学
积极探索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特
色路径，接下来，学校将多措并
举推动大湾区高校协同育人，主
动突破学校边界和学科壁垒，推
进课程互认、资源共建与师资共
培；搭建“国际实训+创新创业+
项目孵化”一体化平台，鼓励青
年投身“一带一路”农业合作与
乡村发展实践；设立大湾区国际
人才培养专项，并重点深化与东
盟、拉美、非洲等地区的教育

合作。
省教育厅交流合作处（港

澳台事务办公室）有关负责人
表示，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
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始终坚
持教育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
希望与会专家代表就如何进一
步优化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
完善协同机制、提升培养质量
等问题，开展深入交流，为推动
大湾区教育协同创新发展贡献
更多智慧。

会上，中国教育国际交流研
修学院新青年全球胜任力培养
与发展办公室主任金晓军等嘉
宾分别围绕“以全球胜任力为导
向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探索与实践”“培养新时代具有

全球胜任力的创新型人才”“全
球视野·创新驱动：国际化创新
人才培养”“以全球胜任力培养
为牵引，打造大湾区国际化人才
培养生态”等主题进行专题分享
与经验交流。

在圆桌讨论环节，与会代表
就大湾区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
应重点聚焦哪些问题、“新青年
全球胜任力人才培养计划”如何
助力大湾区高校国际化人才培
养、如何构建国际化课程体系和
实践基地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本次活动深入交流了高校
国际化人才培养的举措经验，既
凝聚了共识，也为未来合作奠定
了基础。”赵鹏飞在总结中表示，
广东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作为推
动教育国际化的桥梁，将继续发
挥平台作用，推动政府、高校、企
业与国际组织间合作，共同探索
人才培养新路径、新模式，为大
湾区建设全球人才中心贡献
力量。

本报记者 刘肖勇
通讯员 曾子焉

新时代如何培养国际化人才

2024年度十大科技进展公布

2024年度十大科技进展颁奖仪式

6月10日，中山大学召开科技工作会议，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需要，重塑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生态，布局交叉创新平台，公布2024年度十大科技进
展，以学科交叉、产教融合推动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

专家华农论道，多元跨界“破题”

共同推动学校科技创
新事业迈向更高台阶

在前不久结束的学校年度
工作会议上，中山大学正式提出
奋进“十五五”的“八大战略”和

“八大突破行动”。本次会议聚
焦其中的“创新策源战略”和“湾
区融合战略”凝聚共识，谋划部
署重大前沿交叉领域攻关能力
提升行动和校企地深度合作与
成果转化行动，共同推动学校科
技创新事业迈向更高台阶。

中山大学校长高松在讲话
中系统分析了近年来学校科技
创新工作的成效与不足。他指
出，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是中山大学肩负
的重大时代使命。面向“十五
五”重要战略机遇期，学校科技
创新工作将以服务国家战略需
求为导向，以提升原始创新策源
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效能为核
心，深化交叉融合创新和产学研
融合，开拓创新发展新局面。学
校将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
化在交叉前沿领域的有组织科
研，提升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的协同攻关能力，同时也要大力
弘扬科学家精神与创新文化，营
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追求卓
越的浓厚氛围。

会上公布了中山大学 2024
年度十大科技进展，10项成果分
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科技转
化三大类别，覆盖肿瘤、眼科、物
理、化学、材料、微生物等多领域
前沿研究，相关成果在世界顶级
期刊发表或已在业界开始应用。

创新机制赋能，重塑国
家大学科技园发展生态

大学科技园是国家创新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聚焦
国家重大战略和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需要，决定重塑大学科技园
管理机制和运行模式，将大学科
技园建设纳入学校科技创新体
系和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创新机
制赋能，提升大学科技园对高校
科技成果转化、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和科技企业孵化的支撑服务
能力。会上举行中山大学国家
大学科技园启新仪式，与会校领
导共同为全新出发的大学科技
园点亮新征程。

中山大学科技园于 2004 年

11月正式开园，近年来通过链接
校内科研力量与产业需求，有
效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根
据建设规划，重塑升级的中山
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将以各校
区为依托，与属地政府合作共
建，在广州、深圳、珠海和香港
（含河套）四个粤港澳大湾区重
要城市临近校区区域布局特色
化园区。

四个园区结合学科布局和
城市创新要素优势各有侧重。
广州园区聚焦生物医药与医工
融合、超算与智算、绿色化学、电
子与信息领域，珠海园区聚焦海
洋科学与工程、人工智能、软件
工程、微电子科学与技术领域，
深圳园区聚焦智能制造、低空经
济、民用航天、电子与通信、能源
与材料领域，香港（含河套）园区
聚焦生物医学、应用数学、数字
经济领域，整体形成覆盖粤港、
优势互补的“哑铃型”发展格局，
深度融入区域创新链产业链。
大学科技园将重点构建学校科
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支撑体
系，努力打通从“创新成果”到

“优质企业”转化的堵点痛点，孵
化培育一批创新型企业，为新质

生产力发展注入新动能。
高校与企业共同构成了科

技创新的“双驱”力量。中山大
学常务副校长杨清华、副校长林
天歆向南方航空、中国移动、中
国联通、中国电信、邮电器材、广
汽集团、华为、小米、蒙牛等近30
家企业有关负责人授予“中山大
学产学研合作伙伴”铭牌，感谢
各校企合作伙伴对学校科技工
作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期待未
来与各校企合作伙伴在技术转
化、生态共建、价值共享等方面
深化合作。

推动交叉融合创新，提
升创新策源能力

为整合医科的优势力量和
资源，打造国家医学基础研究战
略基地和科技创新策源高地，更
好地服务健康中国战略，学校成
立中山大学健康科学与技术前
沿交叉研究院。

该研究院院长刘飞在介绍
研究院有关情况时表示，研究院
将以多学科交叉融合和前沿技
术创新为基石，重点布局四大交
叉领域专题中心，主要涵盖“临
床免疫+”“细胞科学+”“智能医

学+”“系统医学+”等核心领域，
探索适合交叉学科发展的创新
型体制机制，打造促进学科交融
与合作交流的平台，推进人才队
伍建设，营造学科交叉良好发展
生态，为服务国家与粤港澳大湾
区人民健康作出贡献。

会议还特邀北京大学化学
与分子工程学院高毅勤教授作
专题学术报告“产教融合，促进
AI 科学计算的国产化硬件适
配”。他分享了团队运用人工智
能工具开展跨学科交叉研究的
经验，并向大家介绍了与企业合
作开展科技创新研究的思路与
探索，为我们强化学科交叉，深
化校企协同提供了宝贵经验。

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
作会议总结讲话。他表示，要以
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推进科技工
作，改革科技评价制度，加强与
企业合作，弘扬科学家精神，厚
植科技创新良好生态，为服务国
家战略需求和粤港澳大湾区高
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为教育
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
贡献中大力量。

文图来源：中山大学

6月11日，大湾区新时代国际化人才培养与发展交流活动在华南农业大学举行。
本次活动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研修学院与广东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联合主办，华南农业
大学承办，来自政府、高校、智库及国际组织的有关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百余人齐聚一
堂，围绕“大湾区全球胜任力人才培养与发展”主题，通过经验分享与对话交流，共同探
讨大湾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创新路径与协同机制。

活动现场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