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名果”赣南脐橙，一听名字就有种要分泌

唾液的冲动。

但是，“脐橙学院”是个什么鬼？

实际上，脐橙学院隶属于赣南师范学院，全国

独此一家。而且，它也曾经有个听上去挺“正常”的

名字——“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2013 年，学校为了充分发挥在脐橙研究领域

的优势，决定成立脐橙学院，和生命与环境科学学

院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在赣南师范学院的百度贴吧里，也有不明真相

的学生问：这个学院是干嘛的，吃橙子吗？

显然没那么简单。学院里建有国家脐橙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该中心研究脐橙的育种、栽培和产

后加工。学院成立之初的目标，也是要充分利用赣

南脐橙支柱产业优势，扩大学科专业影响力，更好

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名字“看起来很好吃”，但科学含量并不因此打

折扣。

和脐橙学院类似的还有“马铃薯学院”，它同样

依托一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

什么？土豆也能撑起一所学院？小麦和玉米

首先表示不服。

脐橙学院和马铃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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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爱平

9 月 1 日，国内首批就读龙虾专业的 86 名新生

就要去江汉艺术职业学院下属的潜江龙虾职业学

院报到了。

对这样一个看起来就“鲜香麻辣”的专业，不少

人调侃“我能一口气读到博士后”。不过，潜江龙虾

职业学院招生部负责人夏志忠说，龙虾专业只是专

业方向和侧重点的倾斜，龙虾学院下设餐饮管理、

烹调工艺与营养（小龙虾烹饪方向）、市场营销（小

龙虾产业方向）三个普通大专学历专业，要培养的

是小龙虾产业链的各类人才。

虽然被冠以“奇葩”专业的名头，但该专业的学

生完全不愁就业。他们一入学就签了“就业三方协

议”，毕业了就由潜江市龙虾产业发展局来安置工

作，出路之稳定简直秒杀不少高校毕业生。

其实，以“龙虾专业”为代表的一些所谓“奇葩”

专业，它们的背后，大有门道。

不仅有龙虾学院，还有脐橙学院、马铃薯学院……

“奇葩”专业挺热闹 背后学问也不少

本报记者 张盖伦

教育时评

第二看台

7月 1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我国允

许科技人才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兼职，推广海

外人才优惠便利政策。

早在 2015 年 5 月，国务院就印发《关于进一步

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鼓励高校、科

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在职创业、离岗创

业，在三年内，可以保留人事关系。

此后尤其是本月，这项政策在北京、新疆、安徽

等地纷纷落地。如果说以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下

海创业”和兼职常被视做是十分冒险的行径的话，

那么未来这一选择的风险性将被大大降低。

打通成果转化“中梗阻”

“鼓励科技人员兼职等政策出台对推动科技成

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有重要的意义，可以使科

研人员合理合法的解决实际问题。”中国农业大学

引进教授胡树文说。

2006 年回国后，胡树文团队开发出了一种新

型盐碱地高效改良剂，自主研发了一套盐荒地快速

改造生态良田技术。将盐碱地改造技术走出实验

室，能大规模推广，他的团队在国内甚至国际上都

屈指可数。

“我一直在努力将科研与实际相结合，努力将

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无疑给我

们打了强心针，让我更加鼓舞。”胡树文说。

业界指出，我国之所以不断鼓励科技人才创

业，或者到高校、企业兼职，是因为现在事业单位的

科研成果转化率不到 10%，大量技术人员在事业单

位中沉淀，限于体制机制而无法完全发挥自身能

力，如果可以让这些科技人才走向高校与企业兼

职，每年就可能创造更多社会效益。

从参与新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的征求意见工

作，到见证本月《实施意见》正式发布，作为自治区

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长期工作在科研一线的专业

技术人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科学院兽医研究

所所长、研究员黄炯非常高兴。

“这将大幅提升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科研团队

的活跃度。”黄炯说，更细更实的人才引进、流动举

措配合更吸引人的激励条件，《实施意见》多管齐

下，综合施策，放大了政策的实际效应，为科研工作

者卸下了包袱，鼓足了干劲。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厅厅长张小雷看来，

风吹向哪里，种子就会在哪里发芽，随着《实施意

见》的深入实施，科技人员“名实不副”的状况会大

大改变，创新之泉会迸发涌流、创业之花会竞相开

放，真正有作为、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将“名利双收”，

既有“面子”也有“里子”。

破除科技人员流动“壁垒”

允许科技人才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兼职，

不仅打通了科研成果转化的“中梗阻”，更让科技人

员多向流动了起来。

本月初，北京市人社局就发布《关于支持和鼓

励高校、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

业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破除事业单位人员流

动壁垒，启动专业技术人才“共享”新机制。兼职、

在职创办企业、在岗创业、到企业挂职、参与项目合

作、离岗创业 6 种高校、科研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创

新创业的模式都将被支持和鼓励。

而且，离岗创业人员离岗期间，可保留相应的

人事关系、基本工资待遇和社保相关待遇，一旦创

业不成功，这些人员还可以选择返回原单位。

也是本月，安徽省出台《关于高校院所设立流

动岗位吸引企业技术人员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指

导意见》。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在科研院所设

立流动岗位，利用研究机构的人才和专业优势，让

企业研发人员和科研院所的科研团队联合开展课

题研究，将成为培养企业科研骨干的新平台。

“当前，高校和企业间联络互动机制尚不健全，

校企合作仍需要进一步加强，同时高校面临科技

型、创新型人才缺乏的状况。”安徽工程大学校长刘

宁说。

高校设立流动岗位吸引企业技术人员从事教

学科研工作，就便于促进高校科学研究，加强高校

师资队伍建设，激活高校科研队伍，打通用人通道，

完善人才引进使用机制；高校以岗位聘用引进智

力，也便于开拓高校人才引进渠道，为高校培养创

新型人才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高校设立流动岗位拓展了校企合作范围，提

升了校企合作层次。通过校企合作、研企对接，实

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有力地推动科技创新技术

平台建设。高校成为企业的技术后盾，联合攻关企

业的关键技术难题，攻关国家、省和企业的重大、重

点项目。高校根据企业的技术需要，参与企业技术

决策、产品研发，提供技术信息，转让科研成果，提

高科研成果应用率，智能互补，发挥群体优势，促进

企业发展。”刘宁说。

科技人才高校兼职风险正在降低

“本科生满街跑，技术工无处找。”大学生“回

炉”读职校逐渐增多，成为社会热点，引发全民关

注。那么，大学应该反思什么？

首先应反思的是师资。大学教师的入职考核，

重学历轻技能。大学教师多来源于高校，从“校门”

到“校门”，没有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自身缺乏企

业生产一线实践经验和技能，不具有灵活运用所学

知识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能力。老师不会，焉能教

会学生？

为此，高校应提高大学教师的入职门槛，除了高

学历外，大学专业课教师必须具有两年以上的实际

工作经历，具有一定的动手操作技能后方能从教。

同时加强对大学专业课教师操作技能的企业培训。

此外，大学应聘请企业工作的一线工程技术人员和

高技能型人才，作为兼职教师，承担实践环节教学。

其次应反思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条件。由于

大学专业课教师多数理论水平过硬、科研能力强，

但动手操作技能比较差。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时，

强调理论、安排理论教学的课时多，安排动手实践

操作环节和课时少。理论课程虽有实验，但理论课

程考核往往采用闭卷笔试的方式进行，无动手操作

环节的考核。实践教学设备，更新速度慢，陈旧、老

化，不能与时俱进，落后于工厂当前实际使用，实践

教学内容脱离工作实际。实践教学效果差，不能满

足企业对大学毕业生动手操作能力的要求。

大学应积极改善实践环节的教学条件，积极改

革实践环节的教学内容，加大实践环节的教学课

时，除极少数研究型大学以外，一般本科大学动手

实践操作教学课时至少应占总课时的一半。

最后应反思的是高校教师考核晋升机制。不少

大学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现象。科研比教学显示度

高，容易出成绩，容易晋升职称。同时与课题、专利、

论文等奖励相比，教学课时费普遍偏低。因此不少大

学教师热衷于搞科研，教学积极性普遍不高，以致于

教育部三令五申要求教授必须上讲台给本科生讲课。

在哪个方面舍得花心思，就会在哪个方面取得

成绩。大学应改革教师考核晋升机制，让潜下心来

搞教学的老师，也能有好待遇、好职称，也能有尊严

地生活。老师在教学上下足了功夫，学生的水平自

然会“水涨船高”。

本科生“回炉”读职校 大学教育应反思什么
校园内外

李焦明

要开龙虾学院，首先，这城市必须得有龙虾。

此次名声大噪的龙虾学院，就设在“中国小龙

虾之乡”潜江。吃货界甚至有“中国龙虾看湖北，湖

北龙虾看潜江”的说法。

所以，潜江推出小龙虾专业，还不那么令人惊讶。

“我们每年需要至少 50000 名小龙虾烹饪师、

职业经理人、厨政管理师，来满足市场需求。现在，

中级烹虾师月薪 8000 元起，高级烹虾师月薪可达

12000到 15000元。”潜江龙虾职业学院名誉院长卢

永良这样说。

对潜江来说，小龙虾是城市名片，同时也是城

市的重要产业。潜江市甚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了“万师千店”工程。这一工程是指，在“十三五”

期间培养万名养殖师、万名烹虾师，开设千家潜江

龙虾虾兄弟加盟店，促进就业与创业工作开展，助

推潜江市建设全国小龙虾主题餐饮商业带，竞争全

球第一虾城，打造国际龙虾名城。

有需求、有市场，设立龙虾学院培养人才，也就

是顺理成章之举。

那么，热干面研究院最适合建在哪？

当然是武汉。2015 年，武汉商学院宣布该校

烹饪与食品工程学院和武汉老字号“蔡林记”共同

建立“武汉热干面”研究院，这也是武汉高校首次为

武汉传统小吃成立研究院。

消息一出，照样质疑声一片。网友表示——怎

么，我热干面里放多少麻酱和胡萝卜，你都要管吗？

热干面能研究出个啥？实际上，从武汉商学院

烹饪与食品工程学院一些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就可

以一窥端倪。

2014 年，热干面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失败，该学院教授周圣弘在分析原因时就指出，

热干面制作工艺缺少创新、热干面食品标准缺少规

范，而且热干面的文化内涵挖掘乏力。“在武汉拥有

极高人气的热干面，如何提高档次，走上中国乃至

世界的舞台？”这是教授的疑问，也是热干面研究院

成立的初衷之一。

所以，一碗湖北人民司空见惯的面，藏的学问

也不少。

热干面学院和小龙虾学院
一看见名字就暴露了它在哪

引起热议的“奇葩”专业，多开设在地方院校。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曾印发《关

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

导意见》。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负责人指出，引导部

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就是要更好地促进这些

高校直接面向地方和行业发展需求培养人才，更好

地提升学习者的技术技能、就业质量、创业能力并

奠定其长期职业发展的坚实基础，使高等教育为经

济社会和学习者发展创造更大价值，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提供有力的支撑。

对地方高校来说，学校的发展和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紧密相连，其专业设置本身就要以地方经济社

会对人才的需求为依据。可以说，打地域牌、特色

牌，就是他们的“安全牌”和“制胜牌”。

开设了邮轮、高尔夫等专业的海南三亚学院国

际酒店管理学院院长张宇红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学

校的专业设置和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目标紧密

结合，学生“供不应求”，每年毕业季，五星酒店都要

来学校主动招聘人才，根本不愁就业率。

至于职业教育，更是紧密依托地方发展。立足

就业导向，调整专业结构，职业院校才能保证地方

产业结构的人才供给。

中国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接受科技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奇葩”专业体现了高校专业设

置的自主性。不过，新设专业应充分考虑其必要性，

设立之后也应对其定期进行评估，确保教学质量。

河南工业大学教师朱立峰指出，高校学科专业

的设置与调整不是盲目的，而应以有特色和优势专

业为基础，寻找新的学科增长点。他建议在设置专

业时，搭建起高校专业人才培养与社会人才需求的

拟合监测预警系统，解决高校与市场、人才培养“供

给”和“需求”之间的平衡问题。

地方高校专业怎么设
对接地方需求 打特色牌

7月 27日，观众在重庆科技馆给 8岁的“小小科技辅导员”
樊桐希“点赞”。

暑假期间，一批通过校园及大众选拔出来的“小小科技辅导
员”，在重庆科技馆防灾科技展厅给观众带来免费导览活动。据
介绍，“小小科技辅导员”是重庆科技馆着力打造的公益品牌培训
项目，旨在为学员们提供更好的科普知识展示平台和社会综合实
践平台，同时提高观众参观体验。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小小科技辅导员”

图说教育

不过，人家设立马铃薯学院同样也颇费了一番

思量——“贴近市场产业需求的一些技术性、应用型

专业，成为抢手的香饽饽。而且，云南省级层面的产

业规划，都有可能推动马铃薯相关产业的大发展。”

马铃薯已经成为我国第四大主要粮食作物，

而云南 94%以上的国土面积为山区和半山区，特

别适合马铃薯种植。“马铃薯产业发展，也是云南

省高原粮仓建设和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的主要内容。”云南师范大学薯类作物研究所所

长李灿辉如是说。

马铃薯学院也来头不小，它是云南师范大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基因组研究所、云南英茂集

团三方共建，是一家“产学研”一体化的科研机

构。据报道，学院已经在越南和缅甸开展马铃薯

合作育种和种薯质量标准认证研究，土豆一点都

不“土”。

7月 26日，冀南皮影戏民间艺人张迎风（右三）在向留守儿
童介绍皮影戏知识。

暑假期间，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旧店小学免费开设皮影戏
小课堂，邀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冀南皮影戏民间艺人
为当地的留守儿童介绍皮影戏知识，并教他们制作皮影、表演皮
影戏，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

留守娃感受“非遗”皮影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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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也能进高大上的科学家实验室？24 日记者从中国

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了解到，该所与成都棕北中学联合开展

的“棕北中学科学探究活动”已正式启动。来自成都棕北中学的

15 名中学生，将在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 3 名研究员的

带领下，开展植物、动物、微生物等领域的科学研究。

作为成都生物研究所推进高端资源科普化的一项尝试，本

次“棕北中学科学探究活动”前期，双方采取初步选拔、科学能力

测评笔试及结构化面试等，确定了 15 名热爱科学的优秀中学

生，组成 3个探索小组。

由成都生物研究所汪松虎、李家堂、谭周亮 3 名研究员，围

绕植物、动物、微生物 3 个各自研究方向开展教学实验，就选择

的课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并推导出具有科学意义的结论。具

体研究课题包括《原生质体的制备和蛋白质亚细胞定位分

析》《利用染色技术研究树蛙类物种骨骼多样性》《清洗剂降解

菌种降解特性研究》《抗逆性水稻品种的鉴定和生理分析》

等。整个项目的实施过程类似大学生本科生做毕业论文，包

括项目开题、科学实验、撰写论文以及论文结题汇报四个环

节，最终完成一篇科研报告。

“活动主要以科学实验为主要开展方式。”汪松虎以课题“抗

逆性水稻品种的鉴定和生理分析”为例说，“研究员将带领学生

们用 6 到 8 周的时间完成水稻植株的室内培养，在此期间观察、

记录水稻的生长情况，再用 3 到 4 周的时间完成高盐胁迫的处

理，最后通过对水稻植株的抗逆分析，来鉴定出在逆境条件更好

生长的水稻品种，通过生理分析进一步理解植物抗逆的机制”。

在选定了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后，目前同学们正在紧

张地进行科学文件检索，近期研究员们还将带领学生完成“开

题报告”与“中期汇报”，而科学探索小组的“结题汇报”将于 11

月举行。

“因为有兴趣所以踏上了研究的道路，此前在学校参加过航

模比赛、生物实验等多项科学探究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收获了很

多，也更加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活动参与者、来自棕北

中学初中部的陈明暄说，非常喜欢并重视这次与科学家的直接

合作的机会，对于今后这次探索，充满了期待，“我对生物很感兴

趣，目前也有打算在大学阶段进行更深入的专业学习。”

初中生做科研，会不会太超前？“让学生参与研究，重点不在

于结果，而是在学习过程中，让学生知道探索世界的方法，开拓

思维。”成都生物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刘刚君说，前期参与活动

的同学们前都表现得十分主动认真，即使上午有课，下午还坚持

到研究所的实验室进行相关的科学实验，相信在研究员的带领

下他们能顺利完成这次“科学探索之旅”。

成都15名中学生

将跟着中科院研究员做科研

柯怀鸿 本报记者 盛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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