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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工家电精修+诚信
壁挂炉、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油烟机、微
波炉、热水器、电灶13997139129

凤凰山公墓、南陵公墓
环境优美 骨灰免费寄存 草坪墓园
13897588177、13007716995
17716005119南山公园东侧

专修卫生间、楼房漏水
地下室漏水、下水道漏水、疏通下水、阳台天沟漏水、
外墙漏水、精准侧漏13007782290

青海龙泉中心陵园
公墓园林化服务人性化
地址：西宁南川东路逯家寨6275120 275121

通下水化粪池清理，水电暖维
修，防水，卫生间除臭，
厨房串味，钻孔，测漏。15111711588

老张开锁6133433
公安备案 防盗锁芯 指纹锁35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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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新家政疏通下水
安装维修上下水、暖气、更换阀门、水龙头、便池改造
13897484262 13369784149

西宁颐宁公墓
国有骨灰公墓、人文生态陵园地址：城西区羚羊路直上山
电话：0971-6308997 6300721

专业通下水
13519773052

通 下 水
13007777234

房屋出售
宝光翡翠华庭，三室两卫一厅，面积145㎡，
带阳台，南北走向。13709729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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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西宁惠东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开具给冶秀兰的收据丢
失，金额:176000元，用途:韵家
口小区房款，金额：24464元，用
途：韵家口小区房款，特此声明。

回头客家政13897238448
13099754296

正规注册，专业粉刷，擦玻璃，单位、家庭、开荒保
洁，清洗油烟机，地板打蜡，水电维修；另聘员工。

遗 失 声 明
锦峰滨河苑6-2051室科岩军
的锦峰滨河苑房屋认购交款
单，号：2018060400002，金
额：296298元遗失，特此声明。

遗 失 声 明
张始屹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X630008267 遗失，特此声明

遗 失 声 明
青海青唐人家超市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的法人
章(杜贺贺印)网号:6301012178712遗失，特此声明。

遗 失 声 明
青海青唐人家超市管理有限公司的法人章(杜广州印)
网 号:6301012116094 遗 失 ，特 此 声 明 。

遗 失 声 明
青海林创商贸有限公司的公章网号:
6301012144503 遗失，特此声明。

遗 失 声 明
马国龙遗失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东车辆段
工 作 证 ：2186221327033，特 此 声 明 。

遗 失 声 明
青海兴鼎安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具给蒋元桢鼎安
名城·4号地72-136-1室
的金额为10000元的租赁
保证金收据声明遗失。

遗 失 声 明
天峻县高原畜产品销售专业
合 作 社 的 公 章
6328230004802，财务专用章
6328230004803，合同专用章
6328230004804，法人章（拉
青多杰（6328230004805）遗
失 ， 特 此 声 明 。

2024年8月25日，是全国第八个残疾预
防日。活动的主题为“预防疾病致残 共享健
康生活”，加强残疾预防宣传教育，对于增强
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推动《国家残疾预防行
动计划（2021—2025年）》《青海省残疾预防行
动计划（2022—2025年）》贯彻实施，进一步提
升残疾预防和康复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什么是残疾预防？
因为疾病和伤害可以预防，那么残疾同样

可以预防。残疾预防是针对常见的致残原因，
如遗传、发育、外伤、疾病、环境、行为等危险因
素，采取有效措施和方法，预防或减少致残性疾
病和伤害的发生，限制或逆转由伤病而引起的
残疾，并在残疾发生后防止残疾转变成为残障。

我们身边主要的致残原因有哪些？
我们身边常见的致残原因有三大类：一

是遗传和发育因素；二是环境和行为因素；
三是伤害与疾病因素。这三类因素交叉作
用，造成残疾。

残疾分为先天性残疾和后天性残疾。导
致先天性残疾的常见原因有近亲婚育，遗传因

素，子宫内发育缺陷，父母吸毒、吸烟、嗜酒等
不良行为，妊娠期患某些疾病、服用不当药物，
生产中胎儿缺氧、损伤等。后天性残疾也称获
得性残疾，导致后天性残疾的因素主要有传染
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如乙型脑炎、麻疹、糖
尿病、高血压、精神疾病等；意外伤害可以导致
残疾，如交通事故、工伤、辐射和其他伤害。

为什么说残疾预防要从每个人做起？
在生活、学习、工作和社会活动中，有些人

存在各种功能障碍，如肢体活动障碍、听说障
碍、精神情感障碍、智力障碍、视力障碍等。
2006年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表明，我国
有8296万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34%，平均
每16个人中就有1名残疾人。人的一生中会面
临各种各样的可能导致残疾的因素，有些因素
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有些则是客观的

必然。前者如遗传、发育缺陷、意外伤害、疾病、
环境和行为因素致残；后者则主要由于人口老
龄化后生理功能衰退而导致功能障碍。但不论
我们采取怎样的措施，当今全球仍未解决预防
残疾的全部问题，国际上残疾人比例通常达到
10%～15%。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人口流动频繁，人们工作节奏加快，以及生产安
全事故、交通事故和环境污染等社会环境因素
的影响，都增加了残疾发生的风险。

怎样预防疾病致残？
人类所患疾病通常分为传染性疾病和非

传染性疾病。 常见的容易导致残疾的传染
性疾病有：脊髓灰质炎即小儿麻痹症是人们
非常熟悉的，可引起肌肉萎缩、肢体畸形；乙
型脑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可影响脑功能，引
起失语、强直性瘫痪、智力障碍、精神失常等；

沙眼也是一种传染病，可以影响视力，重者致
盲；还有许多传染性疾病如麻风病、麻疹、急
性出血性结膜炎等都可能致残。预防传染性
疾病的关键是提高易感人群的免疫力，主要
措施是：锻炼身体，加强营养，预防接种，提高
人群的免疫力，免受传染病的侵袭。预防传
染性疾病的三个重要环节是：消灭传染源、切
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

常见的容易导致残疾的非传染性疾病，
如高血压可导致偏瘫、糖尿病可致视力残疾
和截肢、帕金森病导致身体运动障碍，还有
老年性痴呆等疾病导致智力下降。

预防非传染性疾病致残，首先要树立爱护
身体的意识，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此外还要有
合理科学的健康饮食，保证每天必需的蛋白质、
维生素，摄取低热量、低盐、低糖饮食；坚持每天
适量地运动如慢跑、游泳、散步等；戒掉烟酒、毒
品，改掉药物依赖等不良行为；如身体感到不适
或有症状出现时，应尽早到医院诊断、治疗和康
复；遵医嘱进行血压、血糖、血脂等方面的监测；
按时合理服用药物，避免并发症和残疾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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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拟撤销31个专业，兰州大学拟
撤销3个专业，湘潭大学拟撤销7个专业，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拟撤销3个专业……近期，国内
多所高校陆续发布2024年度专业调整情况。

据中国科学报报道，据统计，截至今年7
月31日，已有19所大学发布相关公告，撤销
或暂停招生的专业共计 99 个。从撤销专业
的学科门类看，根据近5年数据，工学门类以
30.95%的占比高居榜首，成为撤销数量最多
的学科类型，管理学、理学紧随其后。

工科专业调整撤销为何会高居榜首？撤
销与新设的工科专业有何逻辑和特点？今年
7月，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工程教
育研究中心教授李培根和华中科技大学教育
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邬正阳在《高等工程
教育研究》期刊上发表了《近十年我国工科专
业调整：逻辑与反思》的论文。

上述论文指出，近年来，我国逐年提升传
统工科专业的裁撤点数，并有激增的趋势。工
科专业结构调整成为工程教育的热门话题，要
正确认识传统工科专业的“体”与“用”。传统
工科专业要常以为新，重在专业和课程的边界
再设计，专业的新设和裁撤切忌盲目。

十年间共开设96个新工科专业
上述论文披露，据教育部2013—2022年

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
统计数据，我国工科专业十年来新增备案布
点数为7566个，共涉及240个工科专业；新增
审批专业布点472个，涉及128个专业，其中
新专业数量占比极高，十年间共开设96个新
工科专业，如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机器人
工程、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智能制造工程
等新专业在全国的布点均在 300 个以上，这
些新专业在全国的布点总数超过2000个。

“毫不夸张地说，我国工科专业迎来了史

上最热的调整潮。”李培根和邬正阳在论文中
指出。

两位研究者进一步分析，为了在生源和就
业市场竞争中拔得头筹，我国高校在新专业开
设中不断发力，并衍生出相应的辅助举措，如高
校在院系层面通过组织变革和院系更名来实现
院系的“数字智能化”，抑或在传统工科专业下
开设新的方向来实现专业的“数字智能化”。

一方面，应用型高校求新求全，“乐此不
疲”。在招生逻辑和政府逻辑的推动下，应用型
高校专业结构调整“大刀阔斧”急进式推进，从
统计的新专业布点院校频次分布来看，应用型
高校是各年度新专业开设的主力军，活跃度明
显高于研究型大学。应用型高校往往将新增专
业，尤其是开设新专业作为规模扩张、生源和就
业质量提升的路径依赖，故而在战略抉择中保
持较高的热情。以智能制造工程专业为例，目
前共有303所应用型高校开设，占比约为90%。

另一方面，研究型大学尝试坚守专业结
构，但“逐渐沦陷”。研究型大学的专业结构
完整且稳定，新增备案和撤销专业点均为少
量，专业调整多受学术逻辑的推动，对于“热
门”新专业开设一般持谨慎态度。但是最近
一些年，受限于生源质量和就业市场的竞争，
很多研究型大学也逐渐开始妥协，在新专业
申报中逐渐展露出积极性，很多“双一流”高
校，甚至是顶尖的研究型大学陆续开设类似
于智能制造工程等新工科专业。

撤销和新设的专业有何特点？
根据上述论文总结，被裁撤的工科专业

主要呈现以下逻辑特征：第一，撤销专业点主
要为典型性传统工科专业；第二，撤销的专业
能够在新增审批专业中以“智能/智慧+”的
形式呈现；第三，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的电子计
算机等核心技术衍生的工科专业正在逐渐消

退，传统的“热门”专业逐渐“降温”。
新设工科专业主要呈现出以下行动逻

辑：第一，“智能/智慧+传统工科”成为典型
的新设专业模式，如智能制造工程、智能建
造、智能采矿工程等将近20个新专业。

第二，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积累，日趋
成熟且独立的新技术尝试着去搭建自己的专
业知识体系，寄希望于新技术知识体系制度化
而成为新专业，如增材制造、虚拟现实技术、物
联网工程、区块链工程等技术成为新专业。

第三，国家重大战略和“卡脖子”技术的
社会需求映射到专业建设上来，如集成电路
设计与集成系统、储能科学与工程等专业。

第四，专业调整尝试着耦合国家战略和
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如新能源车辆工程、网络
空间安全、保密技术、密码科学与技术等专业
乃为国家战略而生；而茅台学院的白酒酿造
工程、浙江理工大学的丝绸设计与工程等新
专业则天生带有服务区域产业的基因。

第五，寄希望于交叉和融合而出新，试图
打破专业壁垒，如智能工程与创意设计、食品
药品环境犯罪侦查技术等专业。

不过，李培根和邬正阳对当下工科专业调
整提出了几点反思，例如在高等工程教育领域，
当传统工科专业冠名“智能”或“智慧”之后，专
业真的更加智能吗？基于技术（特别是作为典
型工具的技术）、装备或产品设立新专业是否有
必要？大量开设新专业是不是学科交叉融合最
佳的路径选择？新专业是否能够涵盖其前沿技
术和反映其知识体系的真谛？传统工科专业在
短期内的招生竞争力减弱，甚至很多高校大量
裁撤传统工科专业，这是否意味着传统工科专
业没有竞争力，或者已经过时了？

建议 专业的调整要摒弃功利性
“面向新专业开设的热潮，我们需有清晰

的认知，仅仅是名称上的标新立异容易滋生
乱象，非理性的专业调整更会误导人才市场
的需求。基于数字-智能技术的影响和人才
成长的基本规律，工科专业应该怎么样去调
整和应对？”李培根和邬正阳在论文中提出了
几点建议。

两位研究者认为，对于传统工科专业而
言，要以其专业领域问题为“体”，新技术为

“用”。谨慎开设单一技术或工具类专业，针对
科技前沿而开设特定的新专业（如类脑工程）
有其合理性，前提是这一类专业面向未来需
求，且其对象和主体知识框架是现有工科专业
所不能覆盖的。但这一类专业开设只应发生
在少数有条件的一流研究型大学。针对未来
需求的全新技能型人才（如AI相关的）而开设
的新应用型专业，也应暂时局限在少数真正有
相应学科积淀和专业实力的一流应用型大学。

他们还指出，学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是
大趋势，但我国专业设置却有越来越细化的
倾向，过多地新设专业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
一轮的专业过度细分。虽然专业不是一级学
科，而是处在学科体系与社会职业需求的交
叉点上，但科技的发展致使专业的边界越来
越模糊，不能以大量设置新专业去应对科技
发展和企业的人才需求，甚至国外已有一些
大公司在招聘人才时不太看重专业属性。

李培根和邬正阳建议，专业的调整要摒
弃功利性，有自己的底色和坚守，不能因为暂
时的困难就撤销传统或“冷门”专业。目前的
新专业虽然号称应对新技术和产业发展前
沿，但大多数本可在原有传统专业体系下通
过专业边界再设计或设立新方向而解决。高
校要防止盲目追随技术和产业经济热点而放
弃人才培养的主体性，避免传统工科专业大
量被裁撤。 本报综合消息

工科专业迎来史上最热调整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