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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谭夏坤 宋隽）12 月 19
日上午，华中农业大学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以下简称“知联会”）成立会议暨第一次会

员代表会议举行。湖北省知联会专职副会长

刘来、校党委副书记王从严出席会议。

会上，刘来与王从严共同为校知联会揭

牌。

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李向东介绍了知联会筹备工作情况。会议审

议通过了《华中农业大学党外知识分子联谊

会章程（审议稿）》和《华中农业大学党外知

识分子联谊会第一次会员代表会议选举办

法（草案）》。选举产生了校知联会第一届班

子成员，张红雨当选为会长，王创、刘西川、

李锦铨、周志鹏、洪登峰当选为副会长，赵珞

琳当选为秘书长。张红雨作表态发言。

王从严代表学校党委祝贺校知联会成

立。他指出，校知联会的成立标志着学校党

外知识分子工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为党外

知识分子建功立业搭建了新平台。他对校知

联会的建设和发展提出四点希望。一是要担

当五育融通的责任使命，做立德树人的表

率。二是要双岗建功，借助知联会平台将教

书育人落实到实处，促进师生融乐与学生全

面发展。三是要崇尚学术，以质图强，校知联

会要在提高学术质量上下功夫。四是要在深

度交流中，提升融合创新水平，找到共同发

力点，更好服务于科学研究、乡村振兴与产

业发展。

华中农业大学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是

学校广大党外知识分子和无党派人士自愿

组成的具有统战性、联谊性的群众团体，是

学校党委联系党外知识分子的桥梁和纽带，

是开展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载体，也是

培养党外优秀代表人物和干部的蓄水池、人

才库。

学校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成立

欧阳亦聃教授参与的研究
成果入选 2023 年中国

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本报讯（记者 匡敏）近日，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发布了 2023 年度国内十大科技
新闻和 2023 年度国际十大科技新闻，生命
科学技术学院欧阳亦聃教授参与的研究

“发现在盐碱地上能够促进粮食增产的关
键基因”入选 2023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
闻。该成果也入选了近日由科技日报社主
办、部分两院院士和媒体人士共同评选出
的 2023 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

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
学研究所研究员谢旗、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于菲菲、我校教授欧阳亦聃等领衔的科研
团队与多家合作单位共同完成。相关成果
2023 年 3 月 24 日在《科学》和《国家科学
评论》发表。

世界范围内存在数亿公顷的盐碱地，
优质耐盐碱作物品种的培育与推广，将有
效提升盐碱地产能，对保障粮食安全意义
重大。研究团队对高粱遗传资源进行了全
基因组大数据关联分析，发现一个主效耐
碱基因 AT1。该基因与水稻的粒形调控基
因 GS3 同源，研究团队还揭示了作物耐盐
碱的分子机制。随后的研究发现，AT1/GS3
基因在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小麦、玉米、谷
子中的调控机制也高度类似。

李林教授领衔倡导 CropGPT
作物智能育种新模式

本报讯（通讯员 朱万超）近日，植物
科学技术学院玉米团队李林教授领衔，联
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 Molecular Plant
发表题为“The CropGPT project: A call for
a global, coordinated effort in precision de原
sign breeding driven by AI using biological
big-data”的文章。该文向全球发起了开放、
共享与合作的智能育种倡导———CropG原
PT，探讨了如何整合现有资源（包括种质、
生物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方法、升级现有育
种技术，并提出了可能的运作流程及潜在
理论基础。

棉花团队提出植物转录
调控演化研究的新观点

本报讯（通讯员 龙跃轩）近日，张献
龙院士领衔的棉花团队受邀在 Trends in
Plant Science 发表题为“Evolutionary in原
sights into the organization of chromatin
structure and landscape of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in plants”的综述论文。文章总结
了植物中调控演化的研究进展，重点关注
了植物调控元件的演化，并介绍了转座子
驱动的顺式调控元件（CRE）演化模型。文
章还阐释了染色质高级结构的演化模式，
包括全基因组相互作用、不同层级的染色
质结构以及同源基因的空间位置关系，并
提出了未来调控演化的研究方向和亟需解
决的重要问题。

彭大鹏教授研究团队在氧氟沙星
的单特异性超灵敏检测与分子
识别机制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

本报讯（通讯员 肖佳旭）近日，动物
科学技术学院、动物医学院国家兽药残留
基准实验室彭大鹏教授研究团队研究成
果以“Monospecificand ultrasensitive detec原
tion of ofloxacin: A computational chem原
istry -assistedhapten screening strategy and
analysis of molecular recognition mecha原
nism”为题在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发表。研究提出、应用并验证了一种计算
化学辅助半抗原筛选策略，成功开发了一
种 单 特 异 性 和 超 灵 敏 的 单 克 隆 抗 体

（mAb），同时深入分析了抗原与抗体之间
的分子识别机制，为单特异性分子识别元
件的制备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技术
保障，也为后续抗体的靶向修饰和进化奠
定了基础。

2023 年“学术希望
之星”，揭晓！

12 月 22 日下午，华中农业大学
2023 年“学术希望之星”评选在第四
综合楼 F 座 101 报告厅举行。来自
13 个学院的 15 名候选人讲述了他
们的狮山科研故事。

经个人汇报、现场投票，动物科
学技术学院、动物医学院陶影峰，资
源与环境学院郝芸芸，生命科学技术
学院徐颖，园艺林学学院刘胜军，经
济管理学院杜三峡，工学院石明菲，
水产学院霍星晨，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齐亭亭，化学学院庞化吉和信息学院
谢文召等十名同学获评华中农业大
学 2023 年“学术希望之星”。

图为资源与环境学院郝芸芸讲
述她的故事。

（通讯员 张东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兰涵旗）12 月 13 日至

15 日，校党委书记高翅先后到部分管理服务

部门和 16 个学院（部）走访，指导打好“收官

战”、谋好“开局篇”，推动岁末年初重点工作

走深走实。

在学院（部）走访时，高翅强调，要认真盘点

年度工作完成情况，由学院班子成员从认识论

和方法论的角度做好年度工作分析总结，既全

面总结成绩和有效做法，也深入查摆差距和不

足，深刻分析存在问题与不足背后的动因和机

制，做到常规工作常做常新、创新工作落地生

效。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院事业高质量

发展，对标“五个到位”“七个有力”，进一步提高

“三会一课”质量，充分发挥支委会作用，开展好

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推进党建基本功

与育人主业务融合创新。深入学习宣传“狮山大

先生”崇高风范，激励青年才俊传承教育家科学

家精神，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社会谋福

祉。要不断推动教育思想大讨论走深走实，及时

做好本科和研究生新生学情分析，落实好“考要

严、学要帮”，严格规范开展期末课程考核，把全

过程考核、非标答考试落到实处，重在考查学生

灵活运用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持续做好

学生就业指导、心理健康、经济资助等工作，引

导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先就业后择业，协助冬

季毕业学生顺利毕业、尽早就业；一对一面对面

做好学生心理慰藉，通过心灵与心灵沟通帮助

学生纾困解难。认真筹备好 2024狮山欢乐节活

动，让师生在共同策划和实践创意中培塑团队

精神、促进师生融乐。要高标准严要求组织好聘

期考核，全面分析学院整体人才引育与事业发

展目标的符合度、达成度和教职工聘期成长度，

既善于“发现美”，又科学“开药方”，一人一策一

案助力“人皆可以成舜尧”，推动事业“水涨船

高”。要用心用情关爱离退休人员，做细安全提

醒，做优服务保障。

在管理服务部门调研时，高翅强调，要

牢固树立“安全至上”的工作理念，全覆盖开

展冬季加热、供暖设备设施检修，以极限思

维做好极端天气应对预案和 2024 狮山欢乐

节等重大活动安全保障。要抓好年底各项总

结、考核、会议统筹，严格控制向学院（部）和

教师布置各类交材料、填表任务。要开展好

党代会专题调研，强化战略思维、系统思维、

辩证思维，增强对工作的敏锐洞察力和前瞻

预判力。要全面检视“党建质量提升源头工

程”质效，切实夯实思想源头、队伍源头。做

好巡察情况反馈，指导被巡察党组织和联动

整改部门从严从实整改。要总结运用好期中

教学检查成果，深入学习教育部《关于推进

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

的意见》，不断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开展

好襄阳书院耕读实践教育，完善常态化运行

机制。要加强有组织科研，对标“四个面向”，

强化科技创新同国家战略目标和任务的对

接耦合，为人类福祉和国家富强作出更多突

破性贡献。坚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

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不断推

进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

创新。要继续巩固国际交流与合作良好态

势，做好整体谋篇布局，更好地服务国家外

交战略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要抓实师德师

风年度考核，做到精准画像，杜绝“千人一

面”。要突出绩效目标，积极开源节流，强化

刚性预算、责任和节约意识，保证重点、量力

而行、尽力而为、统筹兼顾地做好 2024 年度

预算编制，杜绝“撒胡椒面”。贴心做好冬季

后勤服务，尽最大努力保障热水、热饭、热菜

充足供应。

高翅走访部分单位指导岁末年初重点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董瑨）近日，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公布了 2023 年度非集中受理期部分

项目评审结果。截至目前，2023 年全年我校共

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196 项，年度获

资助直接费用 1.32 亿元，间接费用 0.32 亿元。

获资助项目包括面上项目 102 项、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 66 项、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1
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2 项、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 4 项、重点项目 3 项、国际（地区）

合作研究与交流项目 5 项、外国青年学者研

究基金项目 1 项、外国优秀青年学者研究基

金项目 2 项、联合基金 6 项、专项项目 4 项。

其中，严建兵教授获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资

助，金双侠教授、申邦教授获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资助，李姗教授、李锦铨教授、李春龙教

授、杨庆勇教授获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李

霞教授、刘继红教授、高泽霞教授获重点项目

资助，程运江教授获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

项目资助，孙明教授、李建洪教授获 NSFC-
ASRT（中埃）项目资助、产祝龙教授获 NSFC-
CGIAR 项目资助，黄巧云教授、张永安教授、

郭文武教授、徐强教授、洪登峰教授、谢为博教

授获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资助，Daisuke
Takao 教授、Munenori Kitagawa 教授获外国优

秀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资助，欧阳亦聃教

授、刘磊教授、赵云霞副研究员、刘寒副教授获

生物育种青年专项项目资助。

我校 2023 年度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196 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