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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台山下，瓯江之畔。

漫步在浙江省温州市的温州肯恩大

学校园内，只见窗明几净的实验室里，身

着白大褂的学子们用英语流畅地交流；

练舞场上，诞生于美国的街舞与中国古

典舞争奇斗艳；篮球馆、足球场、泳池赛

道上，都有中美青年的身影……

一“桥”架中美，相知无远近。

2006 年 5 月，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习近平关心推动下，温州大学和美国肯

恩大学正式签约，决定合作创办温州肯

恩大学。2014 年，经教育部批准，温州

肯恩大学正式设立。

设校十年来，温州肯恩大学办学成

果显著，已经成为中美教育合作的标志

性项目，在促进中美教育人文交流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成为双方

民间往来的重要渠道和窗口。

十年育人结硕果

2024 年 6 月 7 日，温州肯恩大学举

办 2024 届毕业典礼，美国肯恩大学校长

拉蒙·雷波列特从美国到温州参加仪式，

收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

近日，雷波列特致信习近平主席，介

绍合作办学情况及成果，表示将积极响

应习主席倡议，助力更多美国青少年来

华交流学习，推动中美青年一代加强交

流。习近平主席复信雷波列特，鼓励中

美两国高校加强交流合作，为促进中美

友好贡献力量。

“没有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就没有温

州肯恩大学的诞生。”温州肯恩大学党委

副书记严晓鹏说，“中美合作办学为两国

青年和文化教育界加强往来搭建了很好

的平台。”

目前，温州肯恩大学共有本硕博学

生约 4500 人，已培养 9 届总计 4000 余名

毕业生。

十年，携手并肩、共谋共赢。

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实

现了由“艰难起步、攻坚克难”到“深化改

革、特色办学”的精彩蝶变。

“坚持非营利性、公益性办学原则，

双方不断增强交流互信，构建了定期会

晤和互访互学等沟通渠道。通过平等协

商，多次修订完善师资招聘、学术及行政

管理服务等补充协议，顺利解决了校园

建设标准、师资招聘、课程开发费等存在

分歧的问题。”温州肯恩大学党委书记、

理事长王北铰说。

十年前，温州肯恩大学教师金卢松刚

到学校任职时，全校仅有 204名学生，今昔

对比让他感慨不已：不仅在校学生数量有

了大幅增长，学生发展空间也有了极大拓

展。学校培养的本科毕业生总体深造率

超 63%，其中近半数入读哈佛大学、牛津

大学、剑桥大学等世界排名前列的学校。

温州肯恩大学创新中美融合教育教

学模式，设有 5 个学院，开设 6 个学科门

类 18 个本科专业，举办 8 个外国硕士学

位专业和 1 个外国博士学位专业，形成

了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理、工、文、艺

相互促进的学科专业体系。

“在导师的帮助下，我找到了热爱的

专业，愿意为之奋斗一生。”温州肯恩大

学学生方浩锟说，学校坚持“小班化、全

英文、探究式”的教学方式，致力于“为不

同的学生找到不同的发展方向”。

双向交流促友好

在美国肯恩大学校园里，陈列着一

座温州泰顺廊桥木制模型。2022 年，温

州肯恩大学学生李璇带着学校的嘱托，

将廊桥模型送到美国肯恩大学，交到雷

波列特手中。

设立十年来，温州肯恩大学积极推

动中美青年学生交流合作。美肯和温肯

两校定期开展中美学生交换项目，十年

来共 27 个批次、超过 1750 人次中美学生

互换交流，架起跨国友谊之桥。

“大约 2200 年前，中国古人就开始

把 兔 毛 扎 到 竹 签 上 ，做 成 了 最 早 的 毛

笔……”在美国肯恩大学举办的中国文

化节上，一堂由温州肯恩大学学生讲解

的书法课，让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绽放。

曾经只能通过网络接触亚洲文化的

美国学生威廉·赫索姆，在温州肯恩大学

交流期间，充分体验到中国传统节日的

内涵。特别是中秋赏月吃月饼时，他不

无幽默地说：“在中国，我才体会到什么

是真正的‘色香味’。”

据统计，温州肯恩大学目前共有专

任教师 228 人，其中美国教师 49 人。在

促进中美学生互动交流之余，温州肯恩

大学也十分关心美国教师们的工作生

活，安排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

活动。

“我喜欢走街串巷。”温州肯恩大学人

文学院英语系主任大卫·霍格塞特常常独

自徜徉在茶山街道，走进朔门街、五马街

等历史文化街区，与当地百姓谈天说地。

从相知相近到深深热爱，温州肯恩

大学的众多美国教师，成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爱好者、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的见证者，为促进中美友好搭建起了

更多桥梁。

“站上古港遗址的那一刻，我仿佛听

到了古代温州商人们的对话与心跳。”

2023 年 3 月 28 日，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

址 入 选“2022 年 度 全 国 十 大 考 古 新 发

现”。温州肯恩大学艺术史教授米克·保

尔森·巴默应邀参与拍摄《文物世界里的

千年商港》双语短片，从一件件文物身上

追寻温州千年商港的记忆，向世界讲述

这个城市的过去与未来。

曾担任温州肯恩大学生物学专业助

理教授的托比·米凯利纳博士，2023年因

病在美国逝世。他生前一直致力于温州

“母亲河”温瑞塘河的治理工作，多次担任

社区、高校、志愿者协会的讲座嘉宾，组织

了多期中美学生环境科学夏令营，为中美

两地高中生提供共同的科研平台。2021

年，他被授予“西湖友谊奖”。该奖是浙江

省人民政府为表彰外籍专家在浙江省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和奉献精神而设立的最高奖项。

“把温州肯恩大学的中国学生‘送出

去’感受美国文化、传播中华文化，把美

国肯恩大学学生‘引进来’体验中国文

化，向外教展示中国文化内涵，这是温州

肯恩大学打造具有世界级教育水平的国

际化大学的重要举措。”王北铰说。

携手合作创未来

中美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

前途命运。教育交流合作有助于促进两

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相知相近，是发展中

美关系的未来工程。

雷波列特说，当看到习近平主席的

复信时，大家意识到，要为美国和中国之

间提供更多的学生交流合作机会。

“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温州肯恩大

学在中美交流当中的意义和作用。最重

要的是人才培养，学校要为两国的未来，

培养更多的相知相交的优秀青年。”严晓

鹏说。

打造中外合作办学的典范、国际化

人才培养的摇篮、对外合作交流的窗口、

服务地方发展的示范……温州肯恩大学

将坚定不移落实新阶段发展任务，力争

到 2035 年正式迈入万人大学行列，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服务地方的能力和国际

影响力大幅攀升。

习近平主席的复信也为其他中外合

作办学机构尤其是中美合作办学高校未

来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据了解，目前国内共有 11 所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其中

中美合作的除了温州肯恩大学，还有昆

山杜克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等。浙江全

省共有 40 余所高校与美国高校建立了

校际合作关系，全省共有中美合作办学

项目 49 个，全省中小学与美国中小学建

立了 594 对姐妹校关系。

“我们将进一步办好、建强中美合作

办学机构，并以此为平台促进中美青年

学生的交流交往，增强文化认同和情感

互通，深化教育科技领域的合作，共同为

人类的未来福祉培养人才。”浙江省教育

厅相关负责人说。

又是一年毕业季，阳光穿过树叶间

隙，斑驳光影如画。温州肯恩大学校园

内，来自中美两国的学生相互拥抱，把笑

容印刻在彼此心里。

今年秋天，刚从温州肯恩大学毕业

的金融学专业学生张莹就要踏上赴美求

学的旅途。“除了在学业上努力，我还会

分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相信，通过这

些载体，能让更多美国人感受到中国的

魅力。”

“乘风破浪，茁壮成长！我们会创造

新的历史！”“我会带着母校给我的使命，

走向世界，讲好温肯故事，讲好中国故

事”……2024 年毕业生手册里，收录了

学生们美好的愿景。

“想想你们能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

影响，然后把你们在温肯所学的知识运

用起来，将其变成现实。”同步收录的，还

有老师们最真诚的祝福和期望——从这

里启航，走向世界。

（新华社杭州 6月 14日电 记者邬

焕庆、俞菀、魏一骏）

一“桥”架中美，相知无远近
—温州肯恩大学设校十年记

■李强当地时间 14日同新西兰总理
拉克森共同出席新西兰各界举行的欢迎
宴会时强调，弘扬传统友好，打造中新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升级版

■李强当地时间14日同新西兰工商界
代表座谈

■李强当地时间 14日同新西兰总理
拉克森共同出席中新教育发展论坛

■王沪宁 14 日在福建厦门召开的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上
强调，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
总体方略，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
取得新成效

■丁薛祥将于 17 日至 21 日赴欧盟
总部举行第五次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
并访问卢森堡 （均据新华社）

高 质 量 发 展 调 研 行

蓝天碧海，波光粼粼。辽东湾畔的

营口港集装箱码头一派繁忙景象。巨型

门式起重机将一个个集装箱“抓”起，平

稳移至停靠在码头边的货轮上。堆场

上，数量众多的待发集装箱整齐摆放，即

将装船出海。

今年以来，营口港集装箱码头吞吐

量实现平稳增长。“前 5 个月完成吞吐量

136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14.9%。”辽港控

股（营口）有限公司集装箱码头分公司相

关负责人王飞介绍，集装箱码头目前拥

有 6 个 10 万 吨 级 泊 位 ，岸 边 装 卸 桥 20

台。新投产的远程控制自动化堆场，实

现了节省人力、降低能耗的目标，实际作

业效率最高可达每小时 30 个标准箱。

1861 年对外开埠的营口港，历史悠

久，区位优势明显，是东北三省及内蒙古

东部地区货物重要的出海口。上述地区

自然资源丰富，工业基础雄厚，内外贸海

运需求强劲。适应快速增长的地区货运

需求，营口港现已建成万吨级以上泊位

56 个，其中包括一个 30 万吨级矿石泊

位，一个 30 万吨级原油泊位。

在 2019 年整合并入辽港集团后，集

团内港口分工更加明确，定位于内贸枢

纽港，营口港内贸优势更加凸显。

“织密”港口航线网络，构建高效畅

通的海上物流大通道。王飞介绍，目前，

营口港内贸集装箱航线已覆盖国内沿海

30 个主要港口，航班密度达到每月 240

班次以上。

智慧+绿色，正在赋能港口高质量

发展。“通过智慧码头营运系统，客户可

以 24 小时即时查询船舶、集装箱动态等

相关信息。码头工作人员也可通过客户

预约信息提前掌握堆场作业动态，更加

科学合理地协调船舶和堆场作业。”王飞

说，营口港还加快建设岸电桩，为更多具

备岸电使用条件的船舶提供岸电，替代

船上自带的燃油，从而大幅减少燃油排

放带来的污染。

位于辽东半岛中部的营口港，是东北

地区粮食调出和粮食现代物流的重要节

点。2023 年，营口港粮食总运量达 3383

万吨，较 2022年的 2965万吨显著增长。

“营口港目前共有粮食装卸泊位 8

个，昼夜最大吞吐量超过 10 万吨。”辽港

控股（营口）有限公司粮食分公司副总经

理王树军说，粮食分公司主营粮食货物

的 装 卸 生 产 和 堆 存 保 管 ，拥 有 筒 仓 62

个，仓容 40 万吨；中转库 25 个，仓容 60

万吨。

就在不久前，营口港口岸仙人岛港

区三个泊位顺利通过正式验收。此次验

收过后，营口港口岸对外开放泊位达到

了 66 个 ，营 口 港 所 有 已 建 成 泊 位 实 现

“应开尽开”。

向海而兴，向新而行。港口是经济

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对外开放的大通

道。蓬勃发展的营口港，将为东北地区

对外开放，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

破持续贡献力量。

（据新华社沈阳 6月 14日电 记者

姚均芳、邹明仲）

向 海 而 兴 向 新 而 行
——看营口港发展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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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14日电 日前，国

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教育部

直属师范大学本研衔接师范生公费教育

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实施办法》提出，从 2024 年起，国

家在六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施本

研衔接师范生公费教育（本科 4 年，教

育硕士研究生 2 年），支持符合条件的

公费师范生免试攻读本校全日制教育

硕士研究生再履约任教。部属师范大

学招收本研衔接公费师范生实行提前

批次录取，重点为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

之外的地（市、州、盟）及以下行政区域

培养研究生层次中小学教师，进一步优

化优质师资在省域内的配置。本研衔

接公费师范生在研究生一年级课程学

习结束后，根据本科以来的综合考核结

果排序，按排序在录取当年公布的生源

所在省份履约任教地（市、州、盟）范围

内进行选择，毕业后从事中小学教育工

作 6 年以上。

《实施办法》要求，本研衔接公费师

范生招生培养要与教师岗位需求有效衔

接，各地要统筹规划，通过双向选择等方

式切实为每位毕业的本研衔接公费师范

生落实任教学校和岗位。部属师范大学

要建立本研衔接公费师范生职后专业发

展跟踪服务机制，持续给予支持。各地

要制订五年一周期的专业发展支持方

案，有计划地培养公费师范生成长为基

础教育领军人才、中小学校领导人员，推

动地方基础教育改革发展。

《实施办法》还明确了本研衔接公费

师范生进入与退出、培养与激励、履约任

教等方面的具体要求，以及政策保障相

关规定和过渡期政策。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教育部直属
师范大学本研衔接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

新华社北京 6月 14 日电 水利部

14 日 10 时针对福建、广西、贵州、云南四

省区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同时

派出工作组赴福建、广西协助指导地方

开展洪水防御工作。

水利部当天发布的汛情通报称，福

建、广西、贵州、云南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强

降雨，闽江等河流发生超警洪水。14日至

16日，广西、福建、云南东部、贵州南部预

计有强降雨过程。受其影响，广西西江干

流及支流桂江、福建闽江预计将发生超警

洪水，西江可能发生 2024 年 1 号洪水，暴

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山丘区内山洪灾害风险较大。

目前，福建省水利厅已启动洪水防

御Ⅲ级应急响应，广西、贵州、云南三省

区水利厅已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

应，全力应对此次洪水过程。福建等四

省区水利部门和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

会、珠江水利委员会、太湖流域管理局正

加强监测预报和会商研判、科学调度水

利工程、强化巡堤查险，重点做好中小水

库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

和山洪灾害防御。

水利部针对南方四省区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新华社北京 6月 14日电 （记者刘

诗平）记者 14 日从水利部了解到，为应

对华北、黄淮等北方地区旱情，黄河、海

河、淮河流域控制性水库全面进入抗旱

调度模式，加大下泄流量和水量，保障下

游受旱地区用水需求。

自 14 日 20 时起，水利部黄河水利委

员 会 将 黄 河 小 浪 底 水 库 下 泄 流 量 由

1200 立方米每秒加大至 1500 立方米每

秒，支持保障黄河中下游应急抗旱供水。

另据了解，14 日 15 时，水利部将河

南、河北两省的干旱防御应急响应由IV级

提升至Ⅲ级。12 日 14 时，水利部曾针对

河北、山西、江苏、安徽、山东、河南、陕西

和甘肃八省启动干旱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5 月以来，华北、黄淮、江淮等地部

分地区降水偏少，加之近期高温天气，一

些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旱情。水利部预

计，未来数天这些区域仍维持高温少雨

天气，旱情可能持续或发展。

三大流域控制性水库全面进入抗旱调度模式

新华社北京 6月 14日电 记者 14

日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获悉，国家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文化和旅

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联合公布

《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规定明确，

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履行网络信

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完善网络暴

力信息治理机制，健全用户注册、账号

管 理 、个 人 信 息 保 护 、监 测 预 警 等 制

度。该规定自 2024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负责

人表示，网络暴力信息严重侵害公民合

法权益，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为治

理网络暴力信息，营造良好网络生态，

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

益，四部门联合出台规定，从明确网络

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健全预防

预警机制、规范网络暴力信息和账号处

置、强化用户权益保护、加强监督管理、

明确法律责任等方面，为加强网络暴力

信息治理提供有力支撑。

规定明确，网络暴力信息治理坚持源

头防范、防控结合、标本兼治、协同共治的

原则，建立网络暴力信息监督管理机制，

鼓励网络相关行业组织加强行业自律。

为强化网络暴力信息预防预警，规

定明确，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在国家

网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指导下细化

网络暴力信息分类标准规则，建立健全网

络暴力信息特征库和典型案例样本库。

建立用户保护机制方面，规定要求

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建立健全网络暴

力信息防护功能、完善私信规则，发现

用户面临网络暴力信息风险的，应当及

时通过显著方式提示用户，告知用户可

以采取的防护措施。

四部门出台规定治理网络暴力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