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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政府日前表示，由于阿
尔卑斯山脉的冰川融化，瑞士和
意大利的边界即将发生变化。
此次边界调整将会影响哪些地
区，其中原因又如何？

在瑞士南部的采尔马特地
区，越过一座冰川往南就是意大
利。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冰川融
化，过去几年采尔马特地区的冰
川和山脊线等地貌都发生了变
化。瑞士很多边界是由地貌所
决定的，这也导致瑞士和意大利
需要重新商定采尔马特地区的
边界线。

采尔马特地区位于阿尔卑斯
山马特洪峰脚下，徒步旅行者和
滑雪爱好者可以穿梭于两国间
的山谷和冰川，是欧洲著名的户

外运动胜地。因此瑞士和意大
利重新商定这一地区的边界线，
备受各界关注。其中不仅有自
然生态的考虑，更涉及一些实际
的生活和商业问题。

此前，瑞士和意大利已就边
界变更达成一份协议草案，瑞士
政府也正式批准了边界线调整，
正等待意大利方面批准该调
整。一旦两国签署协议，就会实
施具体的边界变更并公布协议。

瑞士当地地理学家告诉记
者，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不仅是采
尔马特地区的冰川，瑞士冰川融
化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比
如阿尔卑斯山最大的阿莱奇冰
川距最高水平退缩了超过三公
里。 据央视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博士
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对持续深化博
士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作出系统
部署。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
育最高层次，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关
键支撑。

《意见》以打造“中国特色、世
界一流”的博士研究生教育体系、
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
才为总体要求，对标对表 2035 年
建成教育强国，加快建设“世界重
要博士研究生教育中心”，统筹推
进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结构质量
效益的有机统一，从学科专业布
局、人才自主培养、产学研协同、资
源配置等方面进一步明确政策导
向和具体举措。

推进交叉学科建设
《意见》明确，“优化学科专业

布局，完善及时响应国家需求的学
科专业设置、建设和调整机制，加
强理工农医类以及基础学科、新兴
学科、交叉学科学位授权点建设、
提升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占比，强
化学科交叉融合发展”。

近年来，高校立足自身办学特
色，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科技
发展态势，不断动态调整学科设
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强化基础交
叉学科与新兴学科，包括国家紧缺
的工程类博士培养，提升博士生的
自主培养水平，更好服务国家的重
大需求。在2022年增设了“纳米科
学与工程”“行星科学与探测技术”两

个一级交叉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

常务副院长姚华建说：“我们在过
去 5 年当中建了 5 个一级交叉学
科，实现不同学科的交叉，更好去
培养高水平的博士研究生。”

积极面向科学发展前沿和国
家战略需求，北京大学目前已建有
13个多学科交叉研究中心，今年更
是以“学科质量年”为重要抓手，加
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
对博士生培养的牵引作用。

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
长陈鹏介绍说：“北大2021年自主
设置整合生命科学、纳米科学与工
程、数据科学与工程、人工智能等
博士学位授权交叉学科。近年来，
重点布局‘医学+X’、‘数智化+’、
碳中和核心科学与技术等交叉学
科领域，相继成立了相应的新型交
叉学科研究机构，今后将在这些重
点交叉学科领域深入推进交叉学
科建设。”

提升博士专业学位授
权点占比

日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
《关于下达2023年度审核增列的博
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名单的通知》，新
增831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其中，专
业学位博士点351个。此次《意见》
也明确，要“提升博士专业学位授权
点占比”“探索建立学术学位与专业
学位培养分类发展”。

西北工业大学研究生院常务
副院长朱继宏说：“传统的博士培

养的更多是学术型博士，新的《意
见》出台，特别提到了博士学位的
分类培养。我们要把学术型博士
和工程专业型博士的培养模式、考
核模式，包括实践方式都区分开，
工程专业型博士要进一步服务我
们的国家需求。”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
奇：“学术博士，我们要重视他的学
术能力训练，而专业博士，我们应
该要强调他的专业实践能力培养，
不同的人才他也应该有不同的培
养标准，有不同的师资队伍。”

探索校企协同培养
《意见》指出，要“重构协同机

制，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
创新链有机衔接”。

今年9月，首个“全国高校区域
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在江苏启动，首
批 20所高校与生物医药、信息通
信、先进材料等领域产业企业携手，
共同支撑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

不少高校也在积极探索校企
协同育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
卓越工程师培养中，对接科技领军
企业，围绕“网络空间安全”“关键
软件”“核科学与技术”“新材料”等
专项领域，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姚华建表示：“我们在教育培
养上面与一些头部企业联合共建
校企联合课程，尤其对工程博士的
培养起到很大的帮助。”

西安交通大学则依托西部科
技创新港，把国家需求和企业攻关
需求，与博士生的能力培养进行精
准对接。 据央视

提升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占比
两办印发意见，系统部署持续深化博士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

冰川融化，瑞士意大利要重划边界

2023年12月10日在瑞士采尔马特拍摄的马特洪峰 新华社记者 连漪 摄

“筝”奇斗艳！20多个
风筝项目带来视觉盛宴

据介绍，本次全国风筝邀请赛
和江苏省风筝精英赛作为如东县的
传统和特色赛事，自1989年起已成
功举办了22届，赛事历史悠久，文
化底蕴深厚。每届赛事都吸引了众
多风筝爱好者和游客前来观赛，已
成为如东文化旅游名片之一。

此次赛事设置了 20 多个风筝
项目，涵盖板鹞类、龙串类、硬翅串
类、软翅串类、硬板串类、滚地龙风
筝、双线及四线运动风筝等多个风
筝竞赛项目。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
在空中放飞风筝，争相展示他们的
风筝技艺和创新风格，给如东的天

空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来自青岛的孙永强曾带队多次

来到如东，参加风筝会。他告诉现
代快报记者，此次他们准备了滚地
龙风筝和运动风筝等在现场放飞。
10月 19日当天，天气阴沉，海风猎
猎，这并不影响高速运动风筝的放
飞。现代快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这
种高速运动风筝是三角形的，组装
后即可放飞。“这种运动风筝在空中
飞行速度很快，也能编队飞行，非常
具有观赏性。”孙永强说。

独具南通当地特色的哨口板鹞
风筝是中国四大风筝门派之一，素
有“空中交响乐”的美名。当天，如
东县石甸小学的风筝社团带了哨口
板鹞风筝前来参赛。放飞前，指导
老师和学生相互配合，布置好平衡

线绳。一切准备就绪后，指导老师
手轻轻一放，哨口板鹞风筝乘着海
风一跃而起，一会儿就飞到了几十
米高。鹞面上的哨口在海风的吹奏
下，发出不同的音响，组合成一支雄
壮的“空中交响乐”，震耳欲聋，似江
海怒涛，汹涌澎湃，现场观赏市民拍
手称赞。

探索“体育+海洋”互动
新模式，南黄海畔有了新玩法

风筝会不仅是展示技艺、传承
文化的平台，更是推动文化体育事
业繁荣发展的重要契机。通过风筝
赛事的成功举办，如东逐渐形成了
独具地方特色的风筝文化品牌，成
为展示如东形象、促进文化旅游发

展的重要载体。
如东位于江苏省东南部、长江

三角洲北翼，古称“扶海洲”，自春秋
成陆，历经2700多年，具有较为深
厚的文化底蕴，是一座正在发展中
的港口城市。如东拥有 88公里的
黄金海岸线，独特的自然条件、广袤
的滩涂和适宜的风力资源为放风筝
提供了很好的条件。2015 年如东
被命名为“中国风筝之乡”，小洋口
旅游度假区被命名为“江苏省风筝
放飞基地”。

近年来，如东积极发挥海洋旅
游资源优势，探索“体育+海洋”互动
新模式，做深“体育+”文章。小洋口
旅游度假区打造海之城、林克斯温
泉小镇、自驾游露营基地、最美海岸
线示范段等景点线路，先后举办了

长三角运动休闲体验季、“奔跑吧·
少年”青少年健步走、滩涂足球、排
球、风筝、骑行、帆船、微马等多项赛
事，获评“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

“江苏省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基
地”“江苏省最美跑步路线”“江苏省
体旅融合发展优秀案例”等荣誉称
号。

中国∙如东第二十三届风筝会
不仅是一次体育赛事，更是一场文
化与旅游的盛宴，吸引了众多游客
和风筝爱好者齐聚如东，感受这片
美丽土地上的无限魅力。作为全国
风筝邀请赛、江苏省风筝精英赛的
承办地，如东将持续提升赛事的组
织水平和影响力，推动风筝技艺交
流与创新，让这一传统文化焕发出
新的生机与活力。

南黄海畔奏响“空中交响乐”
2024年全国风筝邀请赛在南通如东开赛

10月19日至20日，由中国风筝协会主办的中国·如东第二十三届风筝会2024年全国风
筝邀请赛，暨“小洋口旅游杯”江苏省风筝精英赛，在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小洋口国家级风筝放
飞场举行。比赛吸引全国各地30余支代表队的200余名风筝运动员齐聚如东，展开激烈角
逐。本次风筝盛会不仅是全国风筝爱好者的嘉年华，也是弘扬传统风筝文化、促进文化体育旅
游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如东依托海洋旅游资源优势，探索“体
育+海洋”文体旅融合发展新路径，让体育旅游成为如东的城市新名片。

通讯员 马正国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花宇

青岛风筝协会代表队在放飞滚地龙风筝
如东县石甸小学师生在放飞哨口板鹞风筝活动现场 徐书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