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拧开瓶盖，接上一小杯，谢建华
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这是一罐 2019 年酿造的白肉
蜜柚白兰地，如今要接受工作室团
队的“味蕾检验”。

他微微晃动酒杯，小咪一口后，
紧缩的眉头舒展开来，“柚子香有
了，劲足，味甜……”

在农产品深加工创研工作室，
十来个橡木桶上标注着柚子白兰地
的“身份信息”。在这里，每1000斤
的柚子就能酿出50斤的白兰地。

研发团队更像实验室里的“魔
术师”，必须精准掌握从柚子品种、
酒精度数、酿造时间等不同因素，

“一个数据、一滴试剂、都可能造成
试验结果偏差，来不得半点马虎。”
而找到影响柚子白兰地口味变量的

“最优解”，就是工作室的研究目
标。比如，为确定柚子果酒的酿造
方法，就尝试了很多遍。“其他的酿
造方式使柚子果酒口感发苦，而白
兰地是经过发酵、蒸馏、调配后制作
而成，最大程度保留了柚子的清香
和味甜的口感。”

从观念裂变、果敢行动，到艰苦
探索、顿悟欢呼——科研就像酿酒，
需要拉长时间的维度，注定是一个
慢工出细活的过程。“我们这项研发

是奔着市场应用的，高可靠性最要
紧。宁可慢点，也要把牢技术。”谢
建华说道。而团队一以贯之的探索
精神，也让创新成果呼之欲出，在实
验室中吞吐气象万千。

除了柚子白兰地，一间近 200
平方米的实验室目前已变换出柚子
近十种创新用法——从柚子皮中提
取的精油，研究团队需要分析香氛
成分并鉴别功效。可不可以运用在
护肤美妆行业？谢建华用手指封在
口，对记者神秘一笑，“有创新发现，
不过还在试验阶段，不能说。”他又
蹲下身，打开一麻袋晒干的柚子皮，

“别看柚子皮不起眼，所含的果胶就
能制成孩子们爱吃的果冻、软糖、果
胶，这原生态的食材，怎么也比市面
上化学原料来得强吧。”他又细说
起，柚子中还有黄酮类物质，开发后
可制作成多种保健品……

科技赋能，也为柚子延伸产品
的精细化、标准化提供了技术支
撑。在农产品深加工创研工作室，
离子迁移谱（IMS）为每一款研发产
品的物质含量进行了详细拆解，提
高目标分析物的特异性。“通过仪
器，我们可以对产品进行精细化成
分定量，有利于今后蜜柚深加工产
品的标准化生产。”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农产品深加工创研工作室，谢建华（左一）
指导学生进行创新实验。 本报记者 陈慧慧 摄

近年来，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农产品深加工创研工作室着力产学研深度对接，研究蜜柚
精深加工，解锁蜜柚多种创新运用——

大学实验室里的大学实验室里的““魔术师魔术师””
你以为柚子只能吃？
在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农产品深加工创研工作室，蛰伏在酒

精烧杯试纸中的科研团队，就像实验室里的“魔术师”，“响指一
打”，一颗普通的柚子就能“抖落”出多种可能。

在该校食品工程学院院长谢建华掰开来细说中，记者了解
到一颗柚子从皮到肉多种应用——柚子味白兰地、柚子味精
油、柚子味果酱、柚子味果胶……种种创新开发，一口气说不
完，一双手也数不完。

近五年精耕求索，农产品深加工创研工作室更多自主研发
的成果正从思考走向落地，抵达市场。目前，研发团队已同多
家企业进行接洽联系，探索食品多样化深加工合作模式。

去年3月，工作室以冻干技术为蓝本报送的“校企共致力
食品升级，成果就地转化创效益”成为典型案例，并在职业高等
院校技术开发与应用成果展中获优秀成果奖。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近
日，教育部公示了社区教育“能
者为师”系列特色课程首批推介
名单与典型案例推介名单，漳州
城市职业学院文化艺术创意系
两项目入选。其中，“文创陶瓷
产品装饰与制作”课程入选“非
遗传承”主题系列特色课程首批
推介名单，“非遗文化赋能社区
建设”项目入选“非遗传承”主题
典型案例推介名单。

据悉，文创陶瓷产品装饰与
制作课程将传统陶瓷装饰技法
与创新设计理念结合，旨在为社
区陶瓷技艺爱好者提供学习课

程，并助推非遗文化传承与创
新。非遗文化赋能社区建设项
目利用漳州非遗文化，开发适合
当地社区老年教育的非遗课程，
并结合高校课堂教学和大学生
社区服务，培养新一代社区非遗
文化教师。

近年来，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文化艺术创意系以提升社区教
育公共服务和普惠水平为宗旨，
依托高校教育和科研资源，不断
推动构建服务地区居民终身学
习的教育体系，多渠道多形式扩
大社区教育的资源供给，并以此
反哺高校课堂。

漳城院：两项目获教育部社区教育项目公示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12月
15 日，闽南师范大学启动 2022
年毕业生秋季校园双选会。

本次双选会共有 217 家用
人单位入校参会，募集岗位共
858 个，用人单位招聘需求人
数共 6146 人。其中，有国有企
业 8 家、三资企业 14 家、教育
行业用人单位 51 家。招聘岗
位涵盖文学、工学、理学、教育
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艺
术学、农学和历史学等十大学
科门类。

会场设有简历嘉年华，学
校聚焦学生职业生涯发展需
求，邀请 20 位资深老师分享简
历撰写技巧，帮学生修改简历，

提高毕业生求职就业能力。此
外，会场还设有征兵宣传区、职
业生涯规划区、就业政策宣传
区，政策解读专家、生涯规划
师、征兵宣传人员及就业指导
师齐聚一堂，为毕业生分析就
业形势，解读就业政策，解决毕
业生职业生涯困惑。

本次双选会由福建省教育
厅、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指导，闽南师范大学、中国海
峡人才市场、漳州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漳州市工商联（总
商会）主办，旨在为毕业生和用
人单位提供精准对接的线下求
职平台，助力毕业生抓住机会，
收获心仪offer。

闽南师大：毕业生校园双选会启动

为何瞅准柚子进行深加工？谢
建华说，一方面是因为平和是琯溪
蜜柚之乡，一方面是近年来蜜柚产
量虽高，但价格却不好。

2018年，谢建华和团队到平和
考察时发现，时值采收季，不少硕大
的柚子却依然挂在枝头无人采收。
这一问，老农才无奈地开了腔：“不
是我们不愿意收。这几年柚子价格
走低，卖的柚子钱还不够支付人工
费用呢。”往远望去，一些残次果更
是被农户随意堆放在溪边田埂，发
黑发臭。“这么多柚子扔在地上没人
要，太浪费了。”谢建华锁紧眉头，长
叹一口气。

能否给柚子涨一涨身价？话题
一出，同行者沉思起来。他们有顾
虑也很正常：平和蜜柚面临的困境
由来已久，怎么抬价？有谁来买单？

能不能成，谢建华心里也没
底。凭着“牛犊精神”，他和工作室
10 名教师组成了社会技术服务团
队，从平和运回被弃置的柚子，钻进
实验室，铆足干劲挖掘平和琯溪蜜
柚新优势，为柚子做起“加法”。“研
发那段时间，难题一个接一个，实验
室天天晚上灯火通明。”

如今，平和蜜柚的地理优势“变
现”成发展优势，经过深加工的柚子
成了市场“香馍馍”。

谢建华给记者简单算了一笔
账：市场上一公斤柚子收购价是五

毛钱。100 克柚子皮就能提取 0.1
毫升的精油，1000 克果肉可酿造
100克柚子白兰地，1000克果囊可精
粹3克果胶，单单是当前这些功效，
就能使柚子价值提升到每公斤 9
元。而随着柚子的功用越来越多，
柚子所产生的效益还会持续上涨。

从一颗柚子出发，漳州职业技
术学院产学研深度对接的例子，还
在不断发生——

2017年，为响应漳州市重点企
业和高校科研人员“双向挂职”的号
召，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启动了“百名
教授进企业”活动，遴选出一批优秀
教授到企业挂职。谢建华开始走下
讲台，走进车间，成为漳州立新、康
之味、嘉德等食品企业的智囊团成
员，通过创新技术，加大研发力度，
把研究搬进车间，将知识融入生产。

博士、教授深入企业全面了解
发展现状和实际需求，也带着“硬核
任务”而来。谢建华介绍说，每一位
挂职教授至少完成“四个一”工作，
即帮助企业攻克一个技术难题；培
养一支优质团队；促成一项成果转
化；带去一支服务团队。“‘双向挂职’
的方式将企业出题、高校解题模式
形成了正向反馈、良性互动，以解决
实际问题为导向，真正将学校的智
力优势和科技优势，转化成推动地
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本报记者 陈慧慧

因地制宜
蜜柚身价提升近20倍

因材施策
创新柚子的多种用途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为加
强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建设，
日前，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
公共艺术课程指导纲要》。

《纲要》强调高等学校要坚
持育人导向，坚持面向全体，坚
持改革创新，构建面向人人的课
堂教学和艺术实践活动相结合
的公共艺术课程体系，将公共艺
术课程纳入各专业本科人才培
养方案，学生修满公共艺术课程
2个学分方能毕业。

《纲要》规定公共艺术课程
包括美学和艺术史论类、艺术
鉴赏和评论类、艺术体验和实
践类等三种类型课程，课程设
置要体现完整性、连贯性、系统
性。要求高等学校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完善公共艺术课程推

进机制，加强课程整体设计，规
范教育教学活动。鼓励高等学
校开发公共艺术优质数字教育
资源，建设美育实践基地，积极
培育优秀成果和名师工作室。
落实高等学校公共艺术教材建
设主体责任，做好公共艺术课
程教材研究、编写、审定、使用
等工作。

《纲要》要求高等学校制定
实施公共艺术课程工作方案，建
立由校级领导负责、相关职能部
门协同、公共艺术教育教学部门
具体实施的公共艺术课程工作
机制。加强公共艺术教师队伍
建设，公共艺术课程教师人数不
低于在校学生总数的 0.15%。
建好配好满足教育教学和实践
活动需求的场馆设施设备。

《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纲要》印发

“《红楼梦》人物关系图”“红楼
梦人物名中的深意”“《红楼梦》之刘
姥姥”……一张张图文并茂的手抄
报，把《红楼梦》的人物关系展示得
通俗易懂，厦大附中高二（2）学生的

《红楼梦》手抄报让人眼前一亮。
谈起作业设计，陈佳蓓老师介

绍，起初她把网络上一位学生做的
阅读思维导图发给学生们参考，并
鼓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最感兴趣的
点，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令陈老
师很惊喜的是，高一年寒假结束后，
学生们提交的阅读《红楼梦》手抄
报，有三分之二的同学都完成得比
较好的。“学生们有的做了清晰的人
物关系图，有的就《红楼梦》中人物
的服饰、建筑的风格、诗词的韵味做
分析，可圈可点之处很多。”

与《西游记》《水浒传》相比，《红
楼梦》这部小说的人物关系更复
杂，这也是这部经典作品阅读的难
点。设计这样的阅读作业，目的是
为了让学生们带着任务去阅读。
一旦学生对阅读产生了兴趣，就不
会仅仅局限在某一个点或者只是
为了应对考试。学生在阅读的过
程中，动笔梳理思维导图，对于理
解《红楼梦》复杂的人物关系，会有
不小的帮助。

高二（2）班潘凝玥同学告诉记
者，她和几位爱好文学的同学在阅
读完《红楼梦》之后，还特地模仿第
50 回的诗社活动，开展了一次诗词
沙龙活动，后来，同学们的作品还登
在了厦大附中的校刊《亦乐园》上，
大家吟诗作赋体会闲情逸致，足足

地过了一回瘾。
“《红楼梦》通过众人对于题名

词语的斟酌选用，洋溢着浓郁的中
国文化意蕴，对于匾额名称的选用
也是对中国语言的锤炼、琢磨和体
味。”陈佳蓓说，有的学生对古典诗
词很有兴趣，他们就专门把《红楼
梦》中出现的诗词找出来，再根据人
物的性格进行比较阅读，这样启发
了学生的多面性的开放思维，这些

从文学经典中汲取的营养，能为学
生的写作提供创新和思考的丰富资
源。在陈老师看来，阅读经典，就是
打开一扇门，它会把一颗可以生长
出思考的种子留在学生们身上。每
一位细读过《红楼梦》的同学走上考
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考题，都会有
许多情感可以抒发，有许多观点想
要表达。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供图

“我是闽南师大附属小学三年
（3）班的彭逸恺，今天我给大家做
一个三根牙签支撑起一个水壶的
实验……”“今天我要给大家做的
实验是不用手倒就能让一杯饮料
平分……”近日，闽南师大附小学
生将课后做科学实验的视频发到
群里进行分享。在视频中，同学
们用最简单的器材设计、操作科
学实验，演示科学规律，探索科学
真谛。

“小朋友都完成得特别好，包
括‘神奇的潜水艇’‘走马灯’等有
趣的科学实验作业，这种作业形式
更有助于激发孩子对科学的好奇
心和求知欲。”闽南师大附小副校

长、芗城区陈玉凤名师工作室负责
人陈玉凤老师告诉记者。陈玉凤还
表示，除了他们学校外，芗城区也有
不少学校都有开展相关的科学课后
动手实践作业，名师工作室的公众
号已经推出几期学生优秀科学实验
视频展播。

为何会以视频形式来呈现？陈
玉凤是这么觉得的：“布置科学课课
后实验视频作业，不但检验孩子们
对科学知识、操作技能的掌握情
况，还能提高孩子们其他方面的能
力。科学实验以视频的形式提交，
视频能完整地呈现学生动手操作
的过程，孩子边讲边做，他们的思
维组织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就得到
了培养。”

“我很喜欢科学课课后布置的
实验作业，因为这些有趣的实验可
以在家里跟哥哥一起做，边做边

玩。你看，这就是我在家里做的
‘疯狂的陀螺’的实验器材。‘气球
陀螺’的原理是气球内的气体从吸
管里高速喷出，给空气一个推力，
空气也给气球一个反作用力，气球
就旋转起来了。”闽南师大附小三
年（1）班的徐翌珲同学一边跟记者
展示如何让“陀螺”快速旋转，一边
跟记者介绍“气球陀螺”旋转的科
学原理。

一个个科学实验视频作业，陈
玉凤名师工作室的老师们都一个个
保存下来仔细备注，他们将继续挑
选优秀视频进行展播。陈玉凤说：

“我们希望这些有趣的科学作业能
够更好地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力，
培养孩子们的科学思维，让更多的

‘小小科学家’玩在其中、学在其中、
乐在其中。”

⊙本报记者 刘健宁

思维导图绘“读”《红楼梦》

科学实验“趣”学知识

“香蕉成熟后，会发生什么？”老师的问题提出后，漳浦县
实验幼儿园大班一班的孩子们“脑洞大开”，纷纷想出自己认
为有趣的游戏活动。“水果串串乐”“蕉下写生”“蕉叶创意画”

“蕉叶迷宫”“蕉杆跳跳跳”“跨栏比赛”“快乐自主表演”“蕉叶
变变变”……幼儿园的老师们不禁纷纷为孩子们的“奇思妙
想”点赞。

漳浦县实验幼儿园园长林艳介绍，此次的“游戏、生活、自
然、课程”全链接活动的缘起是在两周前，大班一班的小朋友们
把班级堆肥桶里的肥料浇灌在香蕉树下,老师和小朋友们发现
香蕉“胖嘟嘟、黄澄澄”，长势十分喜人。“我们决定由孩子们来收
获自己的劳动果实，并通过讨论交流确定由‘香蕉成熟后’而引
发的创意活动，在游戏中享受丰收的喜悦。”

“在孩子们眼中，香蕉全身都是宝。”孩子们在一个个由“香
蕉”引发的主题游戏中积极主动探索、快乐畅游。一个个“为什
么”引发他们的好奇心，整场活动孩子们一直是学习的主题、游戏
的主人，他们在游戏中对话自然、贴近生活，“兴奋感”贯穿始终。

漳浦实验幼儿园一贯坚持以幼儿为本的“基于生活——立
足生命——促进生长”的课程核心理念，陪伴每一位儿童健康成
长。“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要能活用日常生活中简单微小的寻
常。”漳浦实验幼儿园园长认为，儿童天生拥有“用明亮的眼睛，
感知万物之美与惊奇”的本能，需要老师拥有一双能够发现、感
受、呵护他们好奇之心的慧眼。只有善于发现孩子们的需要，并
且及时给予有效支持，游戏才会一直“有戏”。如果儿童的学习
只是知识的堆砌，学习就不能打动人“心”。儿童的思想、意识、
情感就不能活跃，也就不可能有深度学习的发生。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供图

香蕉游戏萌动“童心”

小朋友们在香蕉叶下快乐自主表演

朱梓怡同学正在进行“神奇的
潜水艇”实验 本报记者 李林 摄

学生的《红楼梦》手抄报让人眼前一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