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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8个硕士专业、3个博士专业
温州肯恩大学是浙江省唯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美合作大学，2011年获批

筹建，2012年开始办学，2014年3月经教育部批准正式设立，2018年列入中外合作
办学示范性重点建设对象，建设国际化、高水平大学。此次教育部正式批复同意温
州肯恩大学实施研究生培养，体现了国家对温州肯恩大学的认可。

从2020年起，温州肯恩大学将逐步开设计算机信息系统（理学硕士）、国际英语
教学（文学硕士）、国际工商管理（工商管理硕士）、生物技术科学（理学硕士）、心理学
（文学硕士）、教育管理（文学硕士）、建筑学（建筑学硕士）、国际会计（理学硕士）8个
硕士专业，以及教育领导学（教育学博士）、教育心理咨询与督导（哲学博士）、教育与
临床心理学（心理学博士）3个博士专业。

按照计划，硕士研究生教育全日制1-3年、在职2-4年，博士研究生教育全日
制3-5年、在职4-7年。

毕业授予美国肯恩大学学位
针对现有的硕博研究生专业，温州肯恩大学将实行自主招生，教学质量接受中

国教育部和美国中州高等教育委员会的监督。
毕业生在完成美国肯恩大学规定的研究生课程并通过论文答辩后，获得美国肯

恩大学相应的硕士或博士学位，授予美国肯恩大学学位。
目前，温州肯恩大学设有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建筑与设计学院、人文与社会科

学院和理工学院等4个学院，开设17个本科专业。专业课程从美国肯恩大学引进，
专业教师从全球招聘，使用国际原版教材，实施全英文小班化教学。学校已经形成
了一支国际化、高水平的人才队伍，对外科研合作等发展迅速，逐渐具备开展硕博研
究生教育的条件与优势。

在充分考虑美国肯恩大学研究生优势专业的基础上，温州肯恩大学结合学校本
科阶段教育办学的经验基础，充分分析社会需求，决定开展硕博研究生教育。

集中两国两校优势办好硕博研究生教育
新闻发布会上，美国肯恩大学校长达伍德·法拉希发来了一段祝贺视频。法拉

希校长在视频中表示，此次成功申报是一个新的开始，意味着温州肯恩大学已经迈
入第二个新的发展期，正在向一所国际化的高水平大学昂首挺进。“对于我们来说最
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确保开设高水平的专业，招聘最优秀的教师。”法拉希校长说。

此次获批开展硕博研究生教育，将对温肯办学水平产生显著的推动和促进作
用，同时也有助于推动温州教育国际化，提升温州的国际化水平，拓展中美高等教育
合作空间。

今后，学校将依托中美双方的优质教育资源，借鉴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管理
经验，集中两国两校的优势办好研究生教育。同时也将以研究生教育为纽带，强化
国内外研究合作，促进地方吸才引才。

下一个五年，温州肯恩大学将结合学校发展规划设定，快速扩大招生规模，加大
建设投入，开设美国肯恩大学有优势且在中国具有区域需求的硕博研究生专业，大力
开展科研活动。到2025年，学生规模将达7000人，专业数（含本硕博）将达31个，专
任教师约500人，行政员工约300人。 记者 李臻 通讯员 范晨

温州肯恩大学获批开展硕博研究生教育
近日，教育部下发《关于温州肯恩大学变更办学事项的批复》函，同意

温州肯恩大学办学层次和类别变更为本科学历教育、外国硕士研究生教
育、外国博士研究生教育。这意味着，温州肯恩大学成为除温州医科大学
外，第二所在温州本土培养从本科生到博士生的院校。

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唐慧
晔 桂琳）“小蒋，早饭吃了吗？这热乎
的包子好吃，你快吃！”前天一大早，海
曙段塘街道洞桥（小漕）社区党员志愿
者王幼琴熟门熟路地来到邻居蒋荣的
家中，为他送上了热气腾腾的早饭。不
善言辞的蒋荣默默地接过，一口一口地
吃了起来，眼神里带着满满的感谢。

今年46岁的蒋荣独自居住在丁家二
村14幢，他与妻子离异多年，母亲早逝，父
亲常年住在敬老院。之前，蒋荣靠着开出
租车赚来的钱勉强维持生计，但这半年来，
他被查出患上了乙肝、中风等多种病症，就
连生活都渐渐无法自理。

“5月下旬，他摔倒在小区的绿化带边
上，站都站不起来。”居民丁信花是第一个
发现蒋荣病情恶化的人。从这天起，邻居
们就开始自发接力救助蒋荣。今年9月，
因病情恶化无法爬楼梯，蒋荣只得从5楼
的家中搬出，暂住于自家的车棚中。居民
方光明、陈德福、帮蒋荣在车棚墙上搭上
了搁板用来放置日用品，戴友娣拿来了新
的被子、衣服，还捐钱给蒋荣，汪小芳、张
德仁则接过了每日送餐的重任。社区也
组织了一些志愿者帮助蒋荣擦身、洗澡，
洗涤衣物。

记者了解到，目前，洞桥（小漕）社区
方面已经帮助蒋荣办理了临时救助，春节
补贴也正在申请中。对于居民汇聚起来
的爱心，社区也有了进一步的计划和打
算。“下一步，我们将把这些爱心居民组织
起来，根据自身能够提供的服务，有计划
地分成餐食组、理发组、募捐组等，将这份
爱心延续下去，继续温暖更多的人。”社区
党委书记陈捷说。

去贵州养蚂蟥
蚂蟥，学名宽体金线蛭，是水蛭中药用价值较

高的品种。近年新发现水蛭制剂在防治心脑血管
疾病和抗癌方面具有特效，所以价格一直很高。

宁海一直有人在养蚂蟥，作为生意人的邵建定
挺“眼红”。因为利润高，他很想涉足。但他知道，
蚂蟥养殖技术是宁波大学海洋学院金春华教授和
宁海力洋成校的王可红校长经过七八年时间努力
获得的。想要学，得问他们才行。

没想到，邵建定刚提出，专家们就爽快地答应，
唯一的条件是必须去贵州养。贵州黔西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是宁波市对口扶贫地区。

养殖试验基地很成功
2018年12月，“门外汉”邵建只身一人跟着两位专

家，踏上了贵州黔西南州晴隆县沙子镇六星村的土地。
第一次到贵州晴隆，邵建定就被说服了。晴隆

县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非常符合蚂蟥生
长的条件。“我先跟着两位专家学技术，再把技术教
给当地人。”今年3月，邵建定一次性投入1200万
元，在当地开始建设沙子镇蚂蟥养殖试验基地。现

已建成养蚂蟥面积120亩，养螺面积150亩，种菜面
积250亩，孵化幼苗700万苗。

邵建定告诉记者，大部分地方蚂蟥养殖的成活率
只能达到30%到50%，但是他的沙子镇养殖基地按照
宁波的养殖方法，成活率达到80%以上，每条平均15
克，远远超出全国平均水平，可以说非常成功。基地
早已和北京、香港、宁波等地药厂药店签订购销协
议。2020年，蚂蟥养殖面积将会扩大八倍左右。

收获的不只是利润
更让邵建定喜出望外的是，这个项目大大提

高了当地老百姓的收入。单单蚂蟥养殖一项，每
年约需长期用工90人，养殖时间为5月至11月，
平均每人每月有3500元左右收入。其他，如养殖
福寿螺的蔬菜种植能够解决将近3000人的临时
务工。目前该项目已带动了28户贫困户务工，每
户年均可增加收入28000元。

“前面二十多年都在做生意，没有思考为有需
要的人做点什么。现在看到六星村村民的钱袋子
鼓了，村民饭桌上的菜丰盛了，我感受到了前所未
有的幸福！”站在蚂蟥养殖基地旁，邵建定说，自己
这次投资，收获的不只是利润。 记者 章萍

邵建定在贵州黔西南州六星村的蚂蟥养殖场邵建定在贵州黔西南州六星村的蚂蟥养殖场。。

从服装老板
跨界成为蚂蟥养殖户
“生意人”邵建定：这次远赴贵州投资,收获的不仅是利润

这个社区好有爱——

男子患病无法自理
邻舍隔壁接力相助

宁海人邵建定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会在53岁时发生戏剧性转折：放弃做了几十年
服装生意，跑去贵州养起了蚂蟥。11月20日一早，看着广袤的养殖池，他感慨万千。今年120
亩的蚂蟥产值达到了1000万元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