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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娃爱上了3D打印

地处秦巴山区的文县，位于甘、川、
陕三省交界处。这里曾是秦巴山区集中连
片特困县和甘肃省深度贫困县，落后的教
学条件难以支撑孩子们的学习需要。去年
8月，中国记协联合腾讯公司向文县二中
捐赠了“未来教室”。教室近日落成启用
后，开设了图形化编程和3D打印等课程。

“在软件上设计好模型，导入到3D打
印机系统中，笔头加热后就开始打印
了。”讲起第一次使用3D打印机制作出笔
筒的场景，12岁的廖文婷滔滔不绝。“我
想深入了解 3D 打印技术，以后还想学习
编程，制作一些‘大项目’。”

据介绍，文县二中的“未来教室”包
括多媒体教学系统、互联与直播录播设
施、开源硬件、VR、3D打印、科技体验
设备等，可开设硬件编程、3D 打印、激
光切割、教育机器人和兴趣拓展课程，还
可提供 AR/VR 互动、眼动追踪等科技体
验项目。

文县二中副校长、信息技术课教师董
文超还记得“未来教室”第一次开放时的
样子。“教室刚建成时，我说带孩子们去
体验一下，教室里爆发出从未有过的欢呼
声，从孩子们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他们内
心的渴望。”

看到孩子们在“未来教室”中兴趣盎
然、收获满满，文县二中校长许伟深有感
触。“孩子越小，对科技的兴趣就会越

大。两三年以后，他们就会设计出很复杂
的东西和程序，这对学生的成长来说太重
要了。”

教育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2021年，中国记协的张业亮派驻文县
挂职副县长。自 1998 年在文县进行定点
帮扶以来，教育帮扶一直是中国记协的重
要着力点。

“改变年轻一代，最优的路径是通过
教育和知识去改变他们的人生。”在学校
走访调研的过程中，张业亮发现，由于当
地财政不宽裕，文县二中等学校的教学设
施比较落后。“数字鸿沟”的存在，让文
县的教师和学生们缺少利用新技术手段学
习、提高的途径。

“以前学校每次参加科创比赛，我们
都挑‘最便宜’的项目。”许伟无奈地说
道，“有时参加一项比赛，光是购买参赛
用品就要几万元钱，学校的经费支撑不
了。”

同样是在 2021 年，腾讯互娱推出了
未成年人保护创新项目“智体双百”计
划。这一计划旨在通过建设“未来教室”
和“未来运动场”，提供硬软件支持，为
孩子们带去多一种可能，同时助力素质教
育和乡村振兴。

很快，中国记协与腾讯公司对接协
商。通过考察和评比，“未来教室”项目
最终落地文县二中。张业亮说，中国记协
过去两年间在文县实施了 11 个教育帮扶

项目，“未来教室”是最大的一项。“‘未
来教室’的技术装备先进、理念新颖、互
动性强，对于提升学校的素质教育水平有
非常大的帮助。”

为了给“未来教室”留下足够的空
间，许伟和同事们把学校唯一一间会议室
腾了出来。“很多老师说，只要能把最新
的知识带给孩子们，咱们可以打游击，哪
怕在操场上开会都行。”许伟说，“大家有
这种热情，这事儿一定能干成！”

点燃心中的科技之火

文县二中老师冉玲莉教了 10 多年的
信息技术课，但是来到“未来教室”这样
的教学环境，还是第一次。

“以前的信息技术课侧重于理论知识
和常规应用的学习，比如我们常用的
Word、Excel 等办公软件。但现在不同
了，老师需要激发学生的创造力，让他
们把自己脑海中的想法变成现实。”冉
玲莉说。

对于 3D 打印机等科技设备，冉玲莉
和同事们过去从未见过，更别说教孩子
了。针对类似情况，腾讯“未来教室”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了 46 场教师培训，把课
程输出给乡村老师，让科技课更加“适村
化”，以“硬件+课程+师训+赛事”的立
体化措施，实现项目的可持续运行。

腾讯成长守护高级总监郑中提及可持
续运行背后的动因时说：“‘未来教室’要
培养孩子们科学使用网络，激发他们的想

象力、好奇心、对科技的热情，需要专业
老师指导，也需要多和发达地区的孩子交
流碰撞、开阔眼界。我们不希望把‘未来
教室’局限在一间教室，而是希望它成为
孩子们面向未来的窗户。”

在许伟看来，全面参与“未来教室”
项目，比建造硬件的教室更有意义。“科
技的迭代非常快，通过与腾讯的联系，我
们可以为孩子们带去最前沿的知识，不断
更新老师的教学理念。”

以前准备一堂信息技术课只要几小
时，现在要花上好几天备课、学习——老
师们的变化，许伟看在眼里。有天晚上 9
点多，许伟回学校办事，发现“未来教
室”里的灯光还亮着。

“我进去一看，原来冉玲莉老师和同
事还在研究 3D 打印机呢。”许伟笑着
说，“老师们有这种劲头和精神，我就放
心了。”

从教 23 年、在全县多所学校担任校
长 15 年，在许伟看来，农村地区实现教
育均衡和教育公平，必须要发挥科技教育
的作用。

“乡村振兴需要科技振兴，而科技振
兴重在教育。如果能够点燃孩子们心中的
科技之火，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就会有
更多具备科学思维和科学素养的劳动
者。”许伟说，有了“未来教室”的帮
助，他的信心更足了。最近，他又和董文
超“琢磨”起了科创比赛的目录。

“我希望 3 年之内带领孩子们参加比
赛，而且要获奖！”许伟说。

⑦

“未来教室”打开科技之窗
本报记者 刘 峣

在甘肃省陇南市文县二中的教
室里，一堂“听音探案”课正在进
行。30 多名初一学生围坐在圆桌
前，在老师的带领下，通过比对声
音频谱图的方式，找出隐藏在背后
模拟的“电信诈骗犯”。

与普通的教室不同，从教师授
课使用的触摸屏到 3D 打印和虚拟
现实等设备，近140平方米的教室
里充满了科技元素。在这间“未来
教室”中，已有数百名“山里娃”
学习科技知识，遨游科学世界，播
下梦想的种子。

从湖南乡村到美国希望之城国家
医疗中心，从医学博士生到四川大学
二级教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
人。傅湘辉坦言，想做出好的科研成
果是他从未忘记的初心，也是他一路
前行的动力。

傅湘辉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市的一
个乡村，勤学苦读的他凭借优异的成
绩考入了海南大学，并在学校热带作
物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攻读硕
士，彼时，傅湘辉在老师带领下开始接
触科研工作。硕士毕业后，傅湘辉进入
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医学
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攻读博
士，在科研的道路上继续上下求索。

“我很幸运，总是遇上学识渊
博、有责任心的好老师。”傅湘辉
说，“在海南大学我师从陈守才研究
员，他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研领军

人才，是他教会我要脚踏实地，认真
努力做好科研。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基
础医学研究所，我的老师刘德培院士
告诫我要‘永远当好学生’，不要停
下求知的脚步，我一直铭记在心。”

恩师的谆谆教导时刻在傅湘辉耳
边 响 起 ， 激 励 他 奋 勇 前 进 。 2004
年，傅湘辉前往挪威卑尔根大学从事
博士后研究，启程海外，这一去便是
10年。

“在挪威的日子里，我深刻体会
到目标感在科研工作中的重要性。”
傅湘辉回忆说：“北欧的工作节奏较
慢，上级管理相对宽松，如果不靠自
我督促，很容易陷入‘躺平’的状
态。我知道自己的目标是做出好的科
研成果，它就像一盏明灯指引我度过
每一天，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
我都不愿降低自我要求。”

3年后，傅湘辉得到了在美国希
望之城国家医疗中心工作的机会。美
国的工作节奏更快，压力不小，这对
傅湘辉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紧
锣密鼓的科研工作中，傅湘辉愿意比
别人多下功夫、多花时间，勤奋认
真，不仅工作得到了实验室上级的称
赞，个人成长也在不断突破。

“海外漂泊多年，我始终想回到
祖国，为国家生物医学研究出一份
力。”2014 年，傅湘辉来到四川大
学，开启了新的征程。在华西医院生
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傅湘辉建立
了“代谢与疾病”研究室，带领团队
一头扎进了糖脂代谢的研究当中。

“糖脂代谢为机体提供能量和生
物合成原料，是正常生命活动的基
础，其紊乱是糖尿病、脂肪肝、肝癌
等重大疾病的重要驱动力，致病机理
复杂且远未完全清楚。”傅湘辉说，

“我们的研究聚焦在糖尿病、非酒精
性脂肪性肝病和肝癌等糖脂代谢紊乱
相关疾病，致力于从非编码 RNA 角
度发现致病新机制和临床新靶点，推
动基础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最终提
升临床诊疗水平和人民健康，服务健
康中国战略。”

傅湘辉认为，糖尿病和肿瘤是对
国民健康和社会发展日益严重的威
胁，两者的发病机制具有很多相似之
处且关联密切。“代谢在糖尿病和肿
瘤等人类重大疾病发展过程中发挥关

键作用，是当前生物医学的重要突破
方向。”傅湘辉说。

在科研工作的推进中，功夫不负
有心人，傅湘辉的团队发现了一种
RNA高级结构通过非编码RNA等靶
点调节糖脂代谢及其相关疾病发生发
展的作用和机制，并将相关成果发表
在 了 Journal of Hepatology、 Hepa-
tology等国际期刊上，这为糖脂代谢
研究提供了新方向，受到了国内外的
广泛关注。

在繁忙的科研工作外，傅湘辉也
在四川大学任教。“作为一名基础研
究工作者，我想把积累的研究经验向
后辈分享，帮助他们少走弯路，取得
创新突破。此外，科研工作并不轻
松，需要踏实刻苦的工作态度、持之
以恒的钻研精神，我想凭微薄之力，
立足三尺讲台，鼓励年轻人践行和发
扬科学家精神。”傅湘辉一席真诚话
语，道出了一名师者的初心。

教育的硕果已挂满枝头。傅湘辉
的多名学生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际知
名期刊发表论文，荣获国家奖学金、
义翘神州奖学金等荣誉，多名毕业生
广泛分布在四川、甘肃、贵州等西部省
份，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傅湘辉指导
的博士后获得多项国家基金委青年项
目、中国博士后创新人才计划等。

“在科研道路上追梦，在科研过程
中育才。”傅湘辉说，这是始终激励他
的箴言，也是他不懈奋斗的方向。

逐梦科研 潜心育人
本报记者 周姝芸

逐梦逐梦科研科研 潜心育人潜心育人
本报记者 周姝芸

经过两年的大规模修缮，上海佘山天文台以及上海天文博物馆焕然一
新，即将面向公众开放。上海佘山天文台兴建于 1900 年，于次年正式建
成，是我国首座拥有大型光学望远镜的天文台，“镇台之宝”是当时亚洲最
大的40厘米双筒折射望远镜。作为我国现代天文事业的起点之一，佘山天
文台于2004年建成常年面向公众开放的上海天文博物馆。

下图为上海佘山天文台“镇台之宝”——40厘米双筒折射望远镜。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摄

百年天文台焕新颜百年天文台焕新颜

正值春耕备耕，科技赋能助力绿色农业发展。图
为在浙江杭州临安於潜镇光明农场，来自於潜现代农
事服务中心的人才团队操控无人机，给650亩小麦和油
菜开展追肥工作。 任 龙、范晶晶摄影报道

无人机春耕显身手

据新华社电（记者王丰） 由南
方电网深圳供电局研制的国内首条
10 千伏三相同轴高温交流超导电
缆，近日在深圳福田中心区顺利通
过大负荷测试。本次试验历时54小
时，其间，在电流从 700 安陡增到
1100 安、从 1000 安骤降到 500 安，
以及液氮泵切换等特殊工况过程
中，超导电缆各项指标均正常稳定。

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资产管理

部技术专家黄炜昭表示，与三相分立
的超导电缆相比，三相同轴超导电缆
节省了一半的超导材料和超过 1/3
的电缆铺设空间，可广泛应用于城市
电网、高铁供电网、数据中心等情景，
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据悉，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研
制的超导电缆是国内首条在高负荷
密度区域商业化运作的三相同轴超
导电缆，已于2021年9月正式投运。

首条10千伏三相同轴高温交流
超导电缆通过大负荷测试

首条10千伏三相同轴高温交流
超导电缆通过大负荷测试

傅湘辉在实验室指导学生。 采访对象供图

本报电 （记者黄超） 为抢抓春季
开学后促就业工作关键期，加快推动
就业工作进展，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
发通知，部署各地各高校 2月—4月开
展 2023 届高校毕业生春季促就业攻坚
行动，多措并举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
顺利就业、尽早就业。

春季促就业攻坚行动以“抢抓春
招关键期 全力攻坚促就业”为主题，
通过开展五大行动，挖潜创新开拓更
多市场化岗位，做实做细就业指导服
务，加力加快推进就业工作进程，为
确保 2023 届高校毕业生离校前后就业
局势稳定奠定坚实基础。

通知要求深入开展“访企拓岗促
就业”行动，在高校书记校长访企拓
岗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参与范围至
二级院系领导班子成员，带动高校全
员深入参与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新建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院
校书记、校 （院） 长走访用人单位不
少于100家，2022届毕业生去向落实率
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的高校校领导班子
新开拓用人单位不少于100家；突出学
科专业精准对接，2022 届毕业生去向
落实率低于本校平均水平的二级院
系，每个学科专业点联系走访用人单
位不少于 10 家。“走出去”和“请进
来”相结合，广泛开拓就业渠道和就
业岗位，深入开展社会需求、毕业生
就业状况跟踪调查，积极推动高校优
化学科专业结构、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不断提高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
契合度。

通知要求，抓紧开展“万企进校
园”招聘活动。各地各高校要抓住春
季招聘关键期，用好校园招聘主渠
道，创造条件主动邀请用人单位进校
招聘。创新开展招聘宣讲、职场体验、直播带岗等形
式多样的活动，支持二级院系开展小而精、专而优的
小型专场招聘活动，鼓励高校通过组团、联盟等方式
共享岗位资源。发挥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指
导委员会作用，广泛开展行业性、区域性、联盟性招
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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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陇南市文县二中学生在甘肃省陇南市文县二中学生在““未来教室未来教室””上课上课。。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