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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高考招生录取阶段，专业选
择成为考生和家长最关注的问题之
一。今年，24 种新专业正式纳入 2024
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进行
高考招生。与此同时，近期多所高校
公示撤销部分本科专业点，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

今年这次专业增设、撤销、调整共
涉及 3389 个专业布点，数量为历年最
多。专业动态调整的依据是什么？透
露出什么样的人才培养新趋势？

新增 24种本科专业，新
在哪儿？

智能海洋装备、材料智能技术、交
叉工程……从名称上看，新增专业前
沿色彩、跨学科色彩强烈，交叉融合特
色明显。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人表示，
教育部引导和支持高校开设国家战略
和区域发展急需的新专业，今年 24 种
新专业正式纳入本科专业目录，目录
内专业达 816种。

“我希望对先进软物质材料做深
入研究，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考生
卢硕华是华南理工大学今年在浙江省
综合评价招生录取的综合成绩第一
名，被该校软物质科学与工程专业录
取。他希望能够持续完成硕士乃至博
士阶段的深造，为日后的发展打下基
础。

华南理工大学是首个申请设置软
物质科学与工程、智能海洋装备专业
的高校，这两个专业都侧重培养服务
国家战略产业升级、粤港澳大湾区高
科技产业发展急需的高层次人才。

北京农学院教务处副处长董利民
介绍，学校今年新增的生物育种技术
专业具有学科交叉融合的特征，涉及
作物学、生物学、大数据等多个学科领
域，计划招生 30 人。“新增该专业有助
于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和协
同创新，推动相关学科的发展。”

还有很多新增专业在课程设置上
注重交叉融合，如广州体育学院开设
的体育康养专业，以“体医融合”理念
设置相关专业课程，注重强化体育与
健康管理、预防干预、养生保健、健康
养老等方面的交叉融合。

多位涉及新增专业的高校招生办
负责人表示，这些专业聚焦国家战略，
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密切相关，
有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随着专业领域的快速发展，市场
对于毕业生的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

因此，建议毕业生在校期间努力学习
专业知识，积极参与实践活动，提升自
己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为未来深造
或就业做好充分准备。”董利民说。

高校专业设置变动，考
虑哪些因素？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立科技发展、国
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
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
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
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着力加强
创新能力培养。

我国正加快推进学科专业的优化
调整步伐，高校增设、调整、撤销专业
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华南师
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陈先哲表
示，近年来高校增设和调整专业越来
越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
求，特别是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
人才的培养。

例如，智能海洋装备是为了满足
智能化信息化时代海洋资源和能源开
发需求而设立的新工科专业。“从入学
开始，我们为学生安排一对一指导老
师，力求培养一批跨行业未来领军人
才。”华南理工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学
院院长程亮说。

——精准对接市场供需。四川农
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廖鹏介绍，今

年本科新增招生专业 3 个，考生报考
积极踊跃。“紧扣时代发展需求，近年
来学校新开设智慧农业、土地科学与
技术等专业，今年智慧农业专业在四
川省计划招生 13 人，最低录取分数高
出学校理科调档线 24 分，志愿满足率
100％。”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
认为，高校办学要发挥引领社会发展
的作用，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应密切
跟踪社会发展变化，及时优化调整专
业。

——及时撤并冗余专业。教育部
对高校停招 5 年及以上的专业进行撤
销预警。这一政策导向，促使高校更
加审慎地设置和调整专业，避免教育
资源浪费。

据统计，近五年，四川农业大学停
招专业 19 个，涉及农学、管理学等六
大学科门类。“学校建立‘招生—培养
—就业’联动机制，对专业进行综合评
价，把社会适应力一般、培养和就业质
量不高的专业逐步停招直至撤销。”四
川农业大学教务处处长曹三杰说。

专业动态调整，哪些配
套管理需跟上？

“高校专业动态调整，反映了当前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更加注重适应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提升教育质量和就业
竞争力、增强高校办学自主权以及促
进学科交叉融合与创新等趋势。”陈先

哲认为，社会、高校以及个人的观念需
及时调整适应，改变“一考定终身”等
固有思维。

面对新增专业，有些考生、家长持
审慎态度，会考虑新专业师资配备、课
程建设、就业前景等情况。

华南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
红茹表示，新增的两个专业培养方案
都经过国内外相关领域的高校教师、
行业专家、企业负责人的审核与论证，
都符合学科方向、行业现状和近中期
发展趋势。

北京语言大学今年新增应用中文
专业、汉学与中国学专业，2025 年秋
季学期将迎来第一批国际学生。北京
语言大学有关负责人表示，学院聘请
了管理学、法学、医学等学科专家为学
生授课，培养“中文+”创新复合型人
才；为汉学与中国学专业配备高水平
研究专家团队，培养从事对外文化交
流等工作的高级专业人才。

高校专业增加、撤并事关师生切
身利益。有高校老师表示，如果没有
课上，就没有绩效；有的专业撤销，老
师很难转变研究和教学方向到新的专
业。

专家认为，学校应根据学科专业
发展需求，结合教师意愿提供多种出
路，如分流到相近学科专业、鼓励支持
教师出国访学进修等，以适应学校新
专业、新岗位发展需求。

受访专家建议，涉及撤销专业需
要科学论证和遵循严格程序，谨慎进
行。一般来说，先将专业停招几年，等
该专业在校生全部毕业，再进行撤销
备案，尤其要确保在读和已毕业的学
生的毕业证、学位证不会受到任何影
响。学校在优化专业结构的同时，应
充分保障已停招撤销专业在校生顺利
完成学业。

熊丙奇认为，高校需要从自身办
学定位、办学条件出发新增或撤并专
业，不能“一哄而上”新增“时髦”“热
门”的新专业，也不能“一哄而下”撤并
社会舆论认为的“冷门”专业。

“未来高校应该以专业调整为抓
手，着眼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需
求，瞄准市场和技术的新变化，充分评
估学校自身的优势与专业特色，整合
优势资源，做强做优特色专业。”陈先
哲说。

针对专业动态调整带来的变化，
专家建议，高校在进行招生工作时加
强对新增专业的解读宣讲，及时释疑
解惑，帮助学生和家长更好了解新增
专业。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高校专业调整，透露人才培养新动向
新华社记者 杨湛菲 郑天虹 吴晓颖 赵 旭

优化调整（漫画） 新华社发 徐 骏 作

仔细地将白色黏土揉成圆球，小手
一拍压扁，再将粉色黏土搓成长长的“耳
朵”……一只活灵活现的“小兔子”在手
中逐渐完成，6 岁的徐晟睿小朋友满意
地笑了。

自从参加了社区组织的暑假托管
班，徐晟睿脸上的笑容就越来越多。“在
这里可以和小朋友们玩耍，还有老师教
做手工、辅导写作业，很好玩。”提起托管
班，小小年纪的他频频点头。

为了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有
益、快乐”的假期，切实解决居民子女假
期看护难题，成都多个社区采取“托管+

教育”相结合的方式，以文娱活动、志愿
服务、安全讲堂等为主题，为暑期孩子免
费提供全方位托管服务，让孩子有学有
玩，让家长安心放心。

徐晟睿参加的就是成都高新区桂溪
街道临江社区组织的“‘暑’实有趣、筑梦
未来”儿童托管服务班。

记者近日走进临江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一楼的儿童共享空间，这里弥漫着活
泼热闹的氛围。记者在现场看到，该暑
期儿童托管服务班一共有 2 个班、40 名
学生，3 名志愿者负责指导看护孩子们，
一旁的小桌上还准备了免费的瓶装水和

小甜点。
20 岁的志愿者卢玥是一名大学生，

也是该社区居民，放假回老家，得知社区
在招募志愿者后，她毫不犹豫地主动报
了名。“我学的是书法专业，毕业后想当
老师，现在相当于积累经验了。”卢玥笑
着说。

“我们还会安排羽毛球、跳绳等体育
锻炼课程，包饺子、煮面条等生活技能课
程也在准备中。”临江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王斌说。

记者了解到，为帮助孩子们度过一
个有意义且充实的暑假，成都市委社会

工作部会同有关部门主动回应、积极谋
划，全力推进儿童青少年暑期托管服务
工作。目前，成都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
整合了全市 3045 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5890 个社区公共服务空间、23 个青少年
活动场所等资源，组织引导社区专职工
作者、高校青年志愿者、专业社会组织等
多方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将原来由学校
单一托管、政府兜底托管，转变为社会多
元托管，进一步激发了基层共建共治共
享的活力。截至目前，成都市已组织开
展了暑期托管班 3500 余期。

（新华社成都7月27日电）

“托”起缤纷假期 成都社区暑假“帮带娃”解民忧
新华社记者 董小红

7 月 27 日，在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松北区，小选手们参加“奔跑
吧·少年”2024 中国儿童滑步车超
级联赛（哈尔滨站）暨首届哈尔滨
少儿骑士滑步车赛的比赛。

时值暑假，不少家长带领孩
子 走 出 家 门 ，逛 博 物 馆 、学 习 乐
器、参与体育运动。孩子们的暑
期生活丰富多彩。

新华社发（张春雷 摄）

“小神兽们”

度暑假

盛夏时节，走进山东省济南市商
河县许商街道单家园村，只见一片田
园绿野、青林秀水，碧波荡漾的池塘里
荷叶随风招展，鱼儿们在水中游弋觅
食。三五成群的游客有的带着孩子在
沙滩边游玩，有的沿着平坦蜿蜒的道
路骑车漫步，别有一番田园风味。

“这里过去是一处闲置池塘，现在
建成了滨水沙滩、亲水平台和垂钓亭，
成为集休闲、垂钓、赏景等一体的清水
农场。”单家园村经济合作社理事长单
祥正说。离清水农场不远，还建有一
处充满乡土气息的“枣呀市集”，每到
晚上游客们可在此品尝各种美食，体
验独特的乡村烟火气。

犹如建在“花园”里的单家园村，
在几年前却是另一番景象，不少房屋
破败，村民致富、村集体增收缺少渠
道。“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农民进城
落户，农村的不少老宅常年处于闲置
状态，而村庄经济发展又面临规模小、
集体经济弱等问题。”许商街道党工委
书记吕丙淮说。

商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于进东说，
为激活村庄发展内生动力，商河县成立
产业集聚型、项目牵引型等多种类型的

“跨村联建”联合党委，以党组织领办合
作社为载体，鼓励集体、村民以闲置资
产、资金入股合作社进行集约经营。

去年以来，许商街道按照地域相
邻、产业相近等原则，整合单家园、羊
角岭、佟家道口、张徐 4 个村的资源，
集中连片打造占地面积 5612 亩，涵盖
705 户、2449 人的党建引领农村综合
合作示范片区，变各村“单打独斗”为

“抱团发展”。
盘 活 闲 置 房 宅 ，激 发“ 沉 睡 资

源”。单家园村成立村经济合作社，村
民将土地等资源要素和闲置房宅、资
金等入股村经济合作社，由合作社统
一调配经营，吸引投资改建民居，群众、
投资方、村经济合作社、运营方分别享
受30％、40％、20％和10％的收益。

温泉民居成为吸引游客的一大亮
点。单祥正说，村里充分利用商河县
的地热温泉资源，在不改变闲置房屋
主体结构的情况下，修复完善建筑风
貌、地景地貌等，让古村老屋旧宅“掸”
去尘土变民居，6 间民居每到周末和
节假日全部客满。

聚 焦 农 旅 融 合 ，打 造“ 采 摘 经
济”。许商街道党建引领农村综合合
作示范片区联合党委书记胡世训说，
他们整合 40 余亩闲散土地，建成 10 座
高标准生态采摘大棚，种植了鲜切花、
巨峰葡萄、突尼斯石榴、沾化冬枣等十
多种优质花果苗木，既让游客体验到
了休闲观光和采摘尝鲜的田园乐趣，
村集体每年还能增收 30万元。

“在这里能住温泉民居，孩子们能
采摘和垂钓，还能体验‘枣林自然课
堂’，乐趣无穷。”来自河北沧州的游客
李美娟说。

乡村旅游带动村民们共同致富。
“我家的老房子过去一直闲着，时间长
了院子里杂草丛生。入股村经济合作
社后，变成时尚民居出租，每年家里增
收 1万多元。”单家园村村民单桂家说。

清水农场、家园民居、村物咖啡
店……乡村振兴“连线成景”“多点开
花”，让单家园村成为小有名气的“网
红村”。2023年，单家园村集体经济收
入 30.6万元，今年预计达到 70万元，羊
角岭等 3 个村集体收入也增加十多万
元，并带动村民增收 50多万元。

“截至目前，示范片区共计投资
3200 余万元，全部投入运营后，预计
年接待游客 20 万人，营收 800 万元，带
动 100余人就近就业。”吕丙淮说。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徐祥临
说，通过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农村

“沉睡资源”变成为富民增收的“金饭
碗”，实现农业与文化、旅游产业深度
融合，促进了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
入、农村增活力。

（新华社济南7月28日电）

山东商河：

农村“沉睡资源”变增收“金饭碗”
新华社记者 王 志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曾是
重庆市 18 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土地
撂荒、村集体经济薄弱、农户收入不
稳。然而，一群年轻人的回归与努力，
让这片土地重焕生机，实现了从贫瘠
到富裕的蝶变。

青年力量，唤醒沉睡的土地。中
益 乡 华 溪 村 曾 是 典 型 的“ 空 壳 村 ”，
2020 年 7 月，华溪村与其余 6 村联合
成立益起奔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整
合全乡资源，推动农文旅融合，成为乡
村 振 兴 的 新 引 擎 。 而 新 引 擎 的“ 燃
料”，正是回乡青年的热情与智慧。

39 岁的刘成勇，是这群年轻人的
领头雁。他于 2018 年放弃城市工作
回乡，成为益起奔跑公司的掌舵人。

回忆起公司初创时的情景，刘成
勇感慨万千。中益乡所辖 7 个村过去
均是支柱产业“空白村”、集体经济“空
壳村”，各村“单打独斗”，发展乏力。
为加快推进中益乡农文旅融合发展，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刘成勇深知，必须整合全
乡资源、盘活闲置资源，才能带领村民
们奔向共同富裕。

益起奔跑公司因此以中益乡各村
党支部书记为第一负责人，组建了一
支 40 余人的队伍，负责承接大中小学
生研学旅行、企事业单位团建等活动。

以前乡里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
如今不少青壮年返乡回流。中益乡过
去 3 年吸引回来 100 多名创业者，催生
了许多像产业经纪人、“乡村 CEO”、
研学讲解员这样的乡村“新农人”。

谭操就是其中之一。“90 后”的他

曾是城里的健身教练，月收入可观，但
在看到家乡的发展机遇后毅然回乡，
加 入 益 起 奔 跑 公 司 ，成 为 主 理 人 之
一。“在乡村创业打拼，真的很有成就
感。”谭操说。

在益起奔跑公司的努力下，中益
乡因地制宜开发了多个研学、团建等
基地，开展土家文化农耕体验、蜜蜂科
普、手工体验等课程。截至目前，益起
奔跑公司累计承接中小学生研学 2.4
万人次，经营收入超 1200 万元。

此外，公司还重视对返乡人才的
培 养 ，并 为 他 们 提 供 展 示 才 华 的 平
台。28 岁的杨秧是益起奔跑公司“人
才库”的后备人才，他于 2022 年返乡
创业，与奔跑公司合作在盐井村租借
厂房制作土家腊肉。如今，腊肉不仅
成为中益乡的一大特色产业，其制作
过程还将被纳入研学课程。

随着益起奔跑公司的蓬勃发展，
中益乡的乡村旅游也迅速兴起，农副
产品热销。华溪村的好品馆内展出
30 多种当地农副产品，研学团和游客
们常来馆内消费，最火爆时一天有近
6000 元的营业收入。

刘成勇告诉记者，在公司的带动
下，中益乡的村民们也开始以旅游管
理、经营农家乐和销售旅游农产品等
方式参与到乡村旅游发展中来，实现
了就地就业和持续增收。

“相信三五年后我们会吸引更多
年轻人回来。中益乡还在半山腰，我
们还要继续奔跑，一直到山顶。”中益
乡党委书记刘登峰说。

（新华社重庆7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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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青年带领乡村“一起奔跑”
新华社记者 李富玉 唐 奕

7 月 27 日，游客和居民在云南丽
江古城打跳游玩。

今年暑期以来，云南丽江古城、
玉龙雪山、拉市海等景点旅游持续火

爆，“舍不得的丽江”吸引四方游客来
此避暑休闲，体验独特的纳西文化魅
力。

新华社记者 刘莲芬 摄

云南丽江：暑期旅游持续升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