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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院长的育人实践与乡村振兴探索——

■全媒体记者徐丘濂

将实验室和课堂搬到南粤乡村大地

○劳动观

“做乡村和旅游研究，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这

是吴志才常与团队共勉的一句话。作为一名实践型

的学者，他有三个坚持：坚持扎根地方、坚持研以致

用、坚持创新探索，每年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扎根基

层，带领团队深耕地方实践，在南粤大地上做好科研

转化，为基层发展注入动能。

吴志才有一个独特的工作习惯：每到一地调研，

他都会详细记录考察次数、所见所闻与思考感悟。

其中潮州古城是他实践成果的缩影——自2014年

起，他带领团队累计21次深入潮州古城，持续见证

潮州古城的蜕变。

“10 多年间，潮州古城的变化非常大。”吴志

才回忆道，初次到潮州古城时，城内仅有一家民

宿，游客寥寥，商业业态匮乏，是一个典型的生活

型古城。针对这些发展瓶颈，他带领团队编制了

《潮州古城文化旅游特色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提出了“主客共享，城景一体，适度引导，自然生

长”的发展理念。更具前瞻性的是，吴志才当时还

提出推动潮州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设想。这

一设想在 2025 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回

应，报告提出推动“海上丝绸之路”“潮州古城”等

项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如今，潮州古城华丽转身，已成为全国知名的旅

游打卡地。吴志才表示，他和团队近几年跟踪指导

了各类古城的发展，包括淡水老城、博罗古城、电白

老街等，针对新问题、新需求持续研究，为古城的可

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相关研究先后培养了十

余位本科生、硕博士研究生，产生了一批高水平的毕

业论文和学术期刊论文。吴志才也由此主持了传统

古镇古村落保护与活化等重大课题。

事实上，像这样的一次次扎根调研，在吴志才看

来，都是一场场“双向奔赴”。他表示：“面对基层发

展的难点，我们带领团队研究攻克，助力地方发展；而

实践中积累的鲜活案例，又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

了宝贵素材，这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科研教学闭环。”

吴志才认为，服务乡村振兴既

需要有扎实的理论，又应脚踏实地、

研以致用。为此，通过“实验室+智

库”的模式，他牵头组建了数字乡

村与文旅可持续发展省社科重点

实验室及广州城乡融合发展研究

院新型智库等实体团队，推动国家

战略与实验室和新型智库建设深

度融合，打造学科交叉、主体多元、

价值共创的学术共同体，建立政产

学研协同机制，整合多方资源构建

技术应用与政策落地的生态闭环，

成果直接对接地方发展需求和应用

场景。他牵头的多项成果获评中国

智库研究优秀成果、智库建设最佳

案例等。

吴志才探索构建乡村学交叉学

科理论体系，主持了教育部后期重

大项目等国家级和省部级重大课题

10 多项，运用新方法、新技术、新工

具和大数据（“三新一大”），搭建“N

库一枢纽”大数据创新体系，建设了

多个乡村振兴专题数据库和“乡村振

兴智能决策”枢纽，并在云南、青海、

浙江、广东多省建立了乡村振兴观测

点、AI+创新应用基地、乡村振兴文化

小院等 30 余个实践基地，探索“数据

驱动+理论建构”的新型研究生态，

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新范式。

目前，吴志才担任 30 多个市、县

政府智库专家顾问。自 2017 年起作

为专家深度参与云南云县（教育部

直属高校定点帮扶县）帮扶工作，8

年来，他牵头完成了 10 个公益规划

并落地实施，相关成果获评教育部

十大典型案例。从脱贫攻坚走向乡

村全面振兴，吴志才积极践行广东

省百校联百县“双百行动”工作要

求，发挥学校跨学科专家力量，助力

江门鹤山市、揭阳市惠来县高质量

发展。

华南理工大学作为参与单位之

一，吴志才团队还深度参与了环南

昆山—罗浮山引领区总体谋划，致

力于探索城乡区域协调的县镇村高

质量发展新路径。“从 2013 年起，我

们就关注到惠州市龙门县、博罗县

和广州市从化区、增城区的跨区域

协调发展问题。”吴志才介绍，经过

长达十余年的跟踪调研与数据积

累，为此次规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从战略框架构建到政策体系改革，

全程注入专业智慧。在推动规划落

地的过程中，团队通过深度调研、报

告宣讲、举办专题论坛等方式，搭建

起了政府、学界、企业多方对话平

台，助力政策精准落地。接下来，学

校将参与河源环万绿湖区域发展战

略，助力环万绿湖世界级“湖泊+”绿

色发展区建设。

吴志才 2004 年进入华南理工大

学工作。在二十余载的教学生涯

里，他始终秉持着“以生为本，教学

相长”的理念。回顾 20 年前首次登

上讲台的场景，他依然记忆犹新。

“为了上好每一堂课，我反复推敲教

学内容、设计互动启示环节。”

吴志才始终将教学科研与社会

需求紧密结合，他常对学生说：“课

堂之外的真实问题，才是最好的教

材。”他带领学生扎根田间地头搞研

究，直面乡村建设中的痛点难点，通

过“老师授课、地方出题、学生答题、

一起评卷”的教学闭环，将专业课堂

延伸到广袤的乡村大地上。为了推

动理论与实践结合，他提出“乡村振

兴文化小院”实践育人路径，通过

“导师+学生+村企+村民”共同缔造

的方式带动，借助数字化手段实现

人才智力下乡“飞地”模式，助力当

地特色产业升级发展，实现高校人

才培养和乡村振兴双向赋能。他先

后组织策划了三届“全国大学生乡

情大调研”，累计有 1085 名跨学科学

生深入全国 328 个村落开展调研，促

进学生了解村情民情，让学生关注、

思考和服务乡村，该项目荣获 2 次

“挑战杯”省级特等奖。

乡村振兴是一个复杂系统性问

题 ，单 一 学 科 已 难 以 适 应 现 实 需

求。因此，吴志才积极探索跨学科

交叉融合的路径。作为学科带头人，

他推动华南理工大学率先在全国设

立“乡村振兴学”交叉学科硕士点，组

建了 30 人跨学院跨学科导师团队，

初步构建了交叉学科培养体系。

今年“五一”假期，广东各地文旅

市场呈现一派繁荣景象，美丽乡村

游、韵味古城游等，都交出了一份亮

眼的“成绩单”。成绩的背后，有他

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教书育人的身

影。他就是吴志才，现任华南理工

大学旅游管理系、旅游发展与规划

研究院院长。

吴志才深耕乡村振兴领域，作为

学科带头人积极探索乡村学交叉学

科建设，将教书育人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将学术智慧融入广东重大战略决

策，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激活乡村发展

的源头活水，通过一步一个脚印的积

累——从课堂到田野，从实验室到基

层一线，以实际行动诠释着“把论文

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初心。“五一”前

夕，吴志才被授予“广东省劳动模范”

荣誉称号。走下领奖台，他又带着学

生走进了乡村田野。

记者：请问您对劳模精神如何理解？

吴志才：劳模精神于我而言，就是持续做好“正确而难的事”，推动中

国乡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为国家和地方输送懂技术、通人文、知

乡村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以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高校学者的责任与

担当，持续书写属于“华工人”的奋斗篇章。

记者：您的劳动座右铭是什么？

吴志才：劳动，这一人类生活的基石，不仅是创造幸福生活的源泉，

更是推动人类文化繁荣的动力。

创新学科建设，从课堂到田野的育人实践

牵头组建“实验室+智库”，智助地方战略部署

深耕地方实践，
在南粤大地上做好科研转化

■华南理工大学旅游管理系、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院院长吴志才。 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