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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是高校开学季，高德打车、
风韵出行、悦行出行、快客出行等多家
网约车平台，在武汉、广州、长沙、南
昌、深圳、苏州等6个城市，启动了“你
好新生”公益活动，在机场、车站等交
通枢纽设立“新生专车”乘车点，免费
接送大学新生。新生凭借高校录取通知
书，即可免费乘坐。

大学新生通常是第一次到一个陌生
的城市，对于市内交通并不了解，加之
随身携带较多行李，常会在去往学校时
遭遇各种不便，“新生专车”希望帮助新
生解决报到路上的不便。

此外，高德打车还为非新生的返校
生准备了 100元出行消费券，帮助学生
返校。出行消费券可在相应的服务处领
取，即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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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国各地陆续进入开学季，学生再次返
校。随着全国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经此一

“疫”的家长较以往更加重视孩子体育素质的培养，
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主动选择在学习之余，按
下运动健身“快进键”。游泳、街舞、搏击……成为
了青少年开学的热门选择。

“先进行 5 分钟的拉伸，活动筋骨，促进血液循
环。”时值中午，在甘肃省兰州市一家健身房内，孩
子们正在跟着教练进行街舞训练前的预热活动。据部
分教练介绍，开学之后，6岁到18岁的学员仍坚持到健
身房锻炼，今年家长比以往更加重视孩子的身体素质。

在健身人群中，几个身形微胖的“小眼镜”同样
跑得十分起劲，旁边还有家长在进行指导训练。

“孩子六年级，从4岁开始就报班学街舞，起初学
得很艰难，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找到了自信和快乐，
现在已经成为孩子的兴趣，今年除了暑假，开学后他
仍要利用零碎的时间，坚持学习街舞。学习文化课知
识固然重要，但是让孩子掌握一项喜欢的体育技能，锻
炼好身体也同等重要。”学生家长李慧表示。

兰州一家健身房的负责人赵晓宇表示，受疫情影
响，作为健身房运营者，曾对假期健身人数持悲观态
度，但是从假期开始直到开学，她惊喜地发现健身人
群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迎来爆发式增长，其中青少年
锻炼人数比重不断上升。

尽管秋季开学后青少年运动热情高涨，但体育运
动专家还是发出警醒，学生体育锻炼需接受正规运动
指导，更应注重运动过程中的细节，避免造成运动损
伤事件。

据兰州大学体育教研部老师丁督前介绍，有的学
生暑期居家许久，也有的学生一开学就投入紧张学习，
如果突然进行大量运动会加速体内水分流失，一旦不
注意防范，身体很容易引起一系列问题。

兰州市专业健身教练许琦表示，青少年开学后，
需要进一步加强体育锻炼，但是要注意体育运动过程
中的细节，比如不空腹锻炼，根据个人基础逐步提升运
动表现等。“若是青少年在体育锻炼中不注意训练系统
性，会导致肩关节损伤等诸多负面效果。”许琦说。

丁督前建议，体育锻炼主要应以恢复训练为主，
不能过量，更不能突击，要循序渐进，找到适合的项
目进行练习。学生应以单人训练为主，可进行有氧慢

跑，健身操，体能训练等。
“谈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是开

学后青少年体育锻炼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此次疫情
让大众更加深刻体会到了体育运动对于提高免疫力的
重要意义，也让社会、学校以及家长更加重视起青少
年的体育锻炼教育。

因此，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部分家长呼吁，教
育主管部门还需要用眼、用脑、用心在学校为学生们

“量身打造”体育课程，让学生们能够在学习之外，
找到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能够收获一个使
自己受益终身的运动习惯。

丁督前说，青少年应把运动当成一种放松良药，
在运动中学会吃苦耐劳的精神，让运动变成他们终身
的习惯与财富。其次是家长应在家庭中营造良好的运
动氛围，最后社会各部门需要上下同心，通过为青少
年提供更多活动场地、增设社会健身指导员等举措，
切实为青少年运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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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生”阔别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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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级新生，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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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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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高校校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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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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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五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在做趣味健身操。

智慧校园新体验

新技术的应用，让大学生活更智慧。
过去繁琐的“报到”和“验证”环节，如

今越来越便捷。在复旦大学的“刷脸报到”
处，新生只需将身份证放置在人脸识别设备
上，扫描面部信息即可完成身份验证和入校报
到。上海交通大学的新生则可在校内打开学校
自主研发的手机 App，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和活
体验证技术的双重保障，完成身份核验，正式
成为上海交大的一员。据了解，从今年开始，
上海交通大学已将教务、财务、宿管等多个部
门、多项新生相关业务转至线上。

卸下行囊、奔赴宿舍，也有黑科技的助
力。在同济大学部分校区，无人车穿梭在从校
门口到宿舍楼的道路上。新生只需在入校门口
处登记并领取号码牌，就能在终点取行李。无
人车虽小，但“脑、眼、手、腿”并用，科技
含量满满——通过“大脑”，实现自动驾驶和
智能运算；利用“慧眼”，进行全景探测和雷
达覆盖；“手脚”并用，既有模块定制和智能
交互，更可安全行驶。

基于 5G 网络的覆盖，不少智能机器人出
现在新学期的大学校园中，承担起安保、防疫

等多种职责。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云端智能
安保机器人“小旦”与新生面对面。据介绍，

“小旦”配有 5 路摄像头及多种环境监测传感
器，可以全方位视频监控和监测校园环境。在
防疫上，“小旦”还会对路上的学生进行红外测
温，为学校常态化疫情防控提供数据支持。此
外，“小旦”还能自动识别学生是否佩戴口罩，
并及时提醒。

从饮食、快递到交通、教学，科技的助力
让校园生活多了些便利和安全。在上海交通大
学，科技的应用就为学生们构建了系统的应用
场景。

在校内等车时，手机上的智慧交通服务全
面覆盖校园巴士、地铁站接驳公交、校区间通
勤班车等路线，可实时显示车辆动态、识别最
近站点和到站时间，避免人流拥挤。

就餐前，只要查看“食堂就餐指数”，就可
以知晓各食堂总座位数与当前就餐人数。系统
还会按餐厅空闲状况排序，每隔 10 秒自动刷
新，为师生按时、错峰就餐提供指引。

如果因疫情无法返校，“教室教学+在线直
播”的授课方式可以解决学生的后顾之忧。暑
假期间，上海交大将 400 间教室建设为直播教
室，并开发了课堂教学在线直播系统，实现本
科教学楼全覆盖。在线直播可显示教师讲课画
面和PPT画面两路视频，计划支持校内2000人
同时在线、校外2000人同时在线观看。

大学校长新寄语

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和前所未有的
高考延期……面对这一群特殊的大学新生，各
大高校校长纷纷在开学“第一课”送上祝福和
寄语。

“他们年轻、充满朝气，获取知识的手段比
我们强多了。”刚刚获得“人民英雄”称号的天
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说，苦难和逆境对学
生的成长是有利的。

“习近平总书记说，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
生因奋斗而升华。这是对逆境非常好的诠释。”
张伯礼说，希望学生在疫情下照顾好自己的同
时，也要认真担负起当前应该完成的学习任
务，把获取知识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团
结协作的能力作为自己的基本功，夯实一生发
展的基础。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林忠钦也在开学典礼的
致辞中谈到了顺境和逆境的话题。“顺境逆境都
是人生的宝贵财富。顺境时，铆足干劲，乘势
而上。逆境时，受挫不馁，迎难而上。”林忠钦
以钱学森的人生经历为例鼓舞学子将个人理想
与国家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

我的归宿在中国’。这应该成为当代交大人，尤
其是年轻一代的你们最鲜明的追求、最无悔的
选择。”林忠钦说。

“克服疫情难关，决胜高考大关，彰显了生
于非典、考于新冠的不凡自我，交出了不负青
春、不负梦想的满意答卷。”浙江大学校长吴朝
晖这样评价2020级本科新生。作为计算机应用
领域的专家，吴朝晖提出，希望新生们在“虚
实互动的新空间”中学会自主学习。

“你们需要在学校课堂教育、慕课教学、移
动学习、网络平台的创新互动中，不断强化对
新知识新方法的建构，加快形成广博深厚的知
识结构、融会贯通的思维方式，让宽厚的知识
为未来奠基。”吴朝晖说道。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同样谈到了技术
发展对教育和学习的影响。“第四次工业革命扑
面而来，新技术发展之快超出想象，人们获取
知识的方式更为便捷。全世界的高等教育面对
第四次工业革命都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跟不上节奏，就会被时代所淘汰。”王树国认
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会诞生新型的大
学形态，而西安交通大学希望成为这个新型大
学形态的引领者。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
速演变，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迫切需
要科技引领和支撑未来。必须以科技创新催生
新发展动能，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复旦大学

校长许宁生说，未来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科
技、健康、能源等种种挑战，除了需要创新能
力的提升，同样需要文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需要人文精神的关照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
同和维护。

与众不同新学生

疫情期间，来自河南淅川的全杰通成为了
“网红”。为了上网课到屋顶“蹭网”的他，通
过努力考出高分，并被电子科技大学录取。在
学校的开学典礼上，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曾勇特
别表扬介绍了这位“蹭网学霸”。

“全杰通同学家里没有安装宽带，疫情期
间，他每天清晨 5 点，准时搬上小板凳，独自
一人爬上屋顶，连接房东家的WiFi，用家里唯
一的一部手机学习。”

今年高考前后，像全杰通这样引发关注的
新生还有不少。此前，湖南留守女孩钟芳蓉选
择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不少人为其选择“冷
门”专业感到遗憾，但她的理想与坚持得到了
整个“考古圈”和更多人的力挺。

这几天，钟芳蓉已经走进了北大校园。北
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陈建立说，考古
可以帮助找到中国文化的源头，对国家文化建
设和社会发展都能起到很大作用。无论学生毕
业后是否从事考古业，这段学习生涯都能为人
生路奠基。

中国女排队长朱婷，也在今年成为了一名
大学“新生”——新学期，她将到北京师范大
学历史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朱婷说，自己对
历史很感兴趣，希望能丰富自己，在不耽误训
练的前提下力争在课业上也能达标。

在曾经的抗疫主战场武汉，安徽援汉医疗
队队员姚玉学带着儿子姚可重返故地，在武汉
大学门前留下一张合影。

6 个月前，在入驻武汉的前一夜，姚玉学
写下一封近 2000 字的家书寄语即将高考的儿
子：“我在这里等你，希望你能更加刻苦考到武
汉来。听说武大的樱花很美，我想等你来，带
着我在武大的校园里闲庭信步，自由呼吸。”而
今，姚玉学的愿望实现了。

这样的故事不止姚玉学一例。湖南医生蒋
铁建今年年初曾在武汉的重症病房奋战近 2 个
月。几天前，他带着考上了武汉大学的儿子再
次来到武汉，最大的感觉是人很多、车很堵，
生机与活力又回到了这座英雄的城市。

“武汉抗疫逆行，不仅影响了自己，也影响
了孩子。可谓一次援鄂行，一生武汉情。”蒋铁
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