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五 2025年7月11日
院所责编：张文鑫 美编：晓阳

Email:gdkjb@126.com 校校 1515高高

广东农林高校人工智能通识课教育中心揭牌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7
月 4 日，华南农业大学农村
科技特派员政校企合作交
流会在河源市灯塔盆地农
高区举行。广东省科技厅
副厅长李旭东强调，要以科
技赋能为引擎、政企协同为
纽带，深化校地资源整合，
加速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向
基层转化。他特别指出，农
村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广东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
手，省科技厅将持续支持华
南农业大学与河源合作，助
力灯塔盆地创建国家级农
高区，打造科技兴农标杆样
本，为全省“百千万工程”
提供可复制的经验范式。

会议围绕华南农业大
学与河源市《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展开深度研讨。华南
农业大学副校长陈乐天，河
源市委常委、秘书长孔德
胜，灯塔盆地农高区管委会
主任张春慧分别致辞。陈
乐天指出，今年 5 月双方已
签署新一轮合作协议，将构
建“科技特派员+企业+农
户”一站式创新帮扶模式，
把灯塔盆地打造成现代农
业综合试验基地，助力广东
创建长江以南首个国家农
高区。孔德胜则表示，河源
正加速发展农业新质生产
力，期待在关键技术攻关、
产业链延伸等领域与华农
深化合作，让“华农智慧”结

出更多产业硕果。
在交流会现场，华南农

业大学全体科技特派员、河
源市科技局负责人、结对乡
镇干部、企业及农户代表齐
聚一堂。灯塔盆地农高区
管委会主任张春慧介绍，该
区正以丝苗米、油茶、预制
菜等“1+N”产业集群为核
心发展农业，期待与华南农
业大学在现代种业等领域
展开深度合作。河源市“百
千万工程”指挥部相关负责
人详细阐述了阶段性成效
与未来规划，为校地合作提
供明确方向指引。

华南农业大学优秀科
技特派员代表李丹、王瑞
龙、柳广斌分享的“三农”服
务案例尤为亮眼：专家团队
通过田间技术指导、优质品
种推广、营销渠道拓展等务
实举措，生动展现了科技赋
能的实效。数据显示，河源
与华南农业大学构建的“科
技特派员、永根科技站、新
农院分院”三级服务体系已
累计派出160名省级科技特
派员，转化科技成果 72 项，
建成示范基地 45 个。其中

“紫金蝉茶”品牌价值突破
10亿元，“华航香银针”成为
全省唯一超级稻常规丝苗
米品种，东源县义合镇帮扶
案例入选教育部典型案例。

会议当天同步举行校
友企业对接会，20余家华南

农业大学校友企业代表与
农高区管委会展开深度座
谈。双方致力于构建“高
校+校友+地方”协同发展新
模式，通过整合校友企业的
技术、资本、市场优势与农
高区的政策、土地、产业需
求，实现资源深度融合。校
友企业代表们明确表示，将
打破学科与行业壁垒，在种
源攻关、智能装备研发、农
产品精深加工、低碳农业等
领域与华南农业大学科研
团队开展联合攻关，推动

“ 产 学 研 用 ”一 体 化 闭 环
发展。

为进一步深化学校与
河源市校地合作，华南农业
大学党委书记李凤亮提出

“产业升级、平台赋能、人才
强基”三位一体推进策略。
聚焦灯塔盆地农高区建设，
重点发展生物育种、智慧农
业等产业集群；依托重点实
验室加速科技成果转化；通
过“永根科技站”等平台培
养新型职业农民。这一战
略布局，既是对“把论文写
在祖国大地上”科研精神的
生动诠释，更是以科技力量
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
积极探索，将为新时代农业
现代化建设和“百千万工
程”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支
撑，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贡
献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智 慧 与
力量。

多方聚力共建国家级农高区

AI赋能人才培养

揭牌仪式 华南农业大学供图

7月8日，在华南农业大学本科教育思想大讨论总结会暨AI赋能本科人才培养工
作推进会现场，广东农林高校人工智能通识课教育中心揭牌成立，华南农业大学AI赋
能教育教学项目清单、人工智能通识课教材正式发布。

科技赋能“百千万工程”

据介绍，该中心由华南农业
大学（以下简称“华农”）联合广
东海洋大学、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和佛山大学发起，在广东省新农
科教指委指导下工作，将发挥各
校优势，在加强人工智能通识课
程等方面共建共享，共同提高广
东省农林高校学生人工智能
素养。

华农校长薛红卫表示，近期
学校开展本科教育思想大讨论、
探索AI赋能本科人才培养，对强
化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深化本科
人才自主培养路径具有重要意
义。华农将进一步落实本科教
育教学审核评估整改工作要求、
探寻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新
路径，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建强
人工智能学科专业，推动学科交
叉融合，提升教师队伍的人工智
能技术应用能力和综合素养，推
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专业

课程，实现课程体系的智能化升
级。“我们将实施人工智能人才
培养‘新基建’，推进课室智慧
化、实践教学平台智能化、管理
服务智慧化等人工智能在高校
的应用场景建设，推动智慧教育
全域应用。”薛红卫介绍。

据介绍，为推进人工智能技
术赋能课程改革，华农成立了

“人工智能课程教学中心+人工
智能学科课程中心”的分布式人
工智能教学组织体系，打造“1+
N+X”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体
系，即1门人工智能通识基础必
修课、N门针对不同学科专业学
生的人工智能通识素养选修课、
X门人工智能与不同专业交叉融
合的课程，将于2025年入学新生
中全面实施。学校实施“人工智
能赋能课程建设十百千”行动，
即建设智慧赋能专业10个、智慧
课程100门、智慧教材100种、使

用智慧化教学手段课程1000门，
首批立项建设专业大模型5个、
人工智能学科教学中心4个、传
统专业智慧化升级项目7个，入
库智慧课程建设项目40门、智慧
课程培育项目124门。

华农本科生院负责人表示，
后续将围绕深度学习、农业大数
据分析、生物大数据分析、智慧
牧业环境控制主题建设等一批

“人工智能+”课程，打造“农业+
人工智能”的人才培养新生态。
华农还联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
甘肃农业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
编写出版了人工智能通识课教
材，用于人工智能通识课程的课
堂教学。据出版社负责人介绍，
本教材为农林高校首部人工智
能通识课教材。

在会上，华农党委学生工作
部（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兽医学

院、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围绕本科教育教
学的做法、特色和成果等方面做
经验汇报。

“开展本科教育思想大讨论
是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围的
持续性工程。”华农副校长温小
波表示，华农联合各高校将发挥
好中心作用，坚持常态化研讨，
强化协同联动机制，加快成果落

地见效，推动本科人才培养高质
量发展。

广东省新农科建设指导委
员会委员代表，广东农林高校人
工智能通识课教育中心负责人，
华农相关职能部门、教学单位负
责人和专业负责人代表参加
会议。

本报记者 刘肖勇
通讯员 林慷祺刘凯琳

本报讯 日前，华南理工大学启动
2025年“教育家精神万里行”活动，并举
行“全国道德模范”事迹报告会。华南
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章熙春出席活动并
致辞，全国道德模范、“国家卓越工程师
团队”和“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负责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分享其
奋斗历程。

教育家精神既承载着中华优秀教
育传统的深厚积淀，更彰显了新时代人
民教师的崇高使命。章熙春在致辞中
指出，开展“教育家精神万里行”活动，
正是要让教育家精神从历史的回响中
走出来，从经典的论述中活起来，让教
育家精神在华园“可感可及、可学可
鉴”。此次活动将通过推出一批优秀教
师事迹、讲述一批精彩育人故事、捕捉
一些感人互动瞬间、建设一系列师德教
育课堂，推动教育家精神深度融入学校
教育教学实践，进一步激发广大教师及
教育工作者的内生动力。

围绕活动开展，章熙春提出三点期
望：一要实施“立体式”行动，让教育家
精神“落地生根”，既要把“规定动作”做
到位，更要结合院系特色创新“自选动
作”；二要开展“全媒化”传播，让教育家
精神“出圈共鸣”，用好官网、微信公众
号、短视频平台等多元渠道，既要讲好

“大故事”，也要讲活“小故事”；三要构
建“长效化”机制，让教育家精神“薪火
相传”，筑牢教育家精神践行主阵地，把
活动成果转化为教师队伍建设的有效
途径，将教育家精神贯穿教师课堂教
学、科学研究、社会实践等各环节。

如今 87 岁的何镜堂院士，依然奔
走在建筑创作和人才培养的第一线，从

“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最美奋斗者”“全

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
师”获得者，到“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

“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
再到今年5月获评“全国道德模范”，这
些荣誉都是他卓越贡献的见证。他以

“学建筑先学做人”的品德涵养为根基，
以“两观三性”为方法，以实践求真为路
径，以师者风范为灵魂，形成了“育人、
塑才、树标杆”的完整闭环，先后培养
硕、博士研究生近200名。

为表达对何镜堂院士的敬意和感
谢，章熙春代表学校向他送上鲜花和活
动纪念证书。

随后，何镜堂院士以“师者如镜，薪
火相传”为题，将“我的建筑人生”娓娓
道来。从读书求学立志成才，到不惑之
年勤奋创业，再到花甲年华再铸新章走
向国际，他介绍了自己设计与研究、创
作与教育相结合的奋斗历程，讲述了基
于“两观三性”的建筑创作实践，展示了
他用建筑精品记录国家与时代，“既出
人才，又出成果”，一步一步实现梦想的
人生画卷。

谈到为学、为人、为师，何镜堂指
出，“勤奋、才能、人品、机遇是一个人获
得成功的要素，缺一不可”。他提到，做
人要有一个远大的奋斗目标，练好做人
做事的基本功，过好人生每一关；为人
师者，要以奋斗的人生打动人，以高尚
的情操感染人，以优异的品格塑造人。

“我虽已满头白发，然老骥伏枥，志
在千里。”报告最后，何镜堂与大家共
勉，号召大家一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实现人类社会共同
发展的理想而奋斗，共同以智慧和汗水
书写美好的人生。”

（华南理工大学）

何镜堂院士讲述奋斗故事
华南理工大学启动“教育家精神万里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