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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到有

“牛牛老师”本名陈少华，是宁
波镇明中心小学的科技教师，也是

“21世纪车间”的“车间主任”。“车
间”的主要“产品”是科普知识——
从 2020 年开始，陈少华在这里建起
科普实践基地，以“物联网+人工智
能”启蒙为主要内容，定期为孩子们
开设科普公益课。

“我从1992年开始教学工作，除
了语文和英语，其他学科基本都教
过，干的时间最长的就是科技辅导
员。”陈少华说。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陈少华
发现，很多孩子缺少动手能力，尤
其是对科学技术类的兴趣不大、手
动 不 勤 。“ 我 们 要 用 好 自 己 的 专
长，守护好孩子们的科学心。”在
海 曙 区 政 协 的 支 持 下 ， 这 片 不 到
100 平方米的空间，成了陈少华践
行科普理念的试验田。

从无到有建造科普“车间”并非
易事。为了满足需求，陈少华自掏腰
包，花了 10 多万元购置 3D 打印机、
机器人教学套件、儿童木工机床等设
施。自己研发科普课程、亲手制作教
学套件……在本职工作之外，陈少华
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21

世纪车间”上。
“讲好科普课程，对老师的知识

结构要求很高。”陈少华说，从课程
设计、采购材料到设计和开发各类器
件、制作幻灯片，虽然一堂科普课只
有 90 分钟，但往往要花上一个星期
的时间准备。

在陈少华看来，让孩子们对科学
有兴趣，既要展示科学原理，还要贴
近生活。如今，陈少华的科普“车
间”已经开设了无人机操作、红绿灯
制作、多功能网络气象笔筒制作等诸
多课程。

一课难求

“车间”刚刚启动时，来听课的
孩子并不多。几次公益课之后，在学
生和家长的口耳相传中，陈少华的课
堂人气大涨。

“微信群里有 400 多人，每次发
布开课通知，20 多个名额很快就被
抢光了。”陈少华笑着说，“有的孩子
把爸爸、妈妈、阿姨都拉进群里，像
抢红包一样抢课。”

“一课难求”的场面让陈少华颇
为感慨。“传统的学校科普主要是海
模、空模、车模‘三模’，科技含量
不高。随着科技的发展，孩子们需要
更多了解现代化的互联网技术。”陈

少华说，做好创新教育要有开放的思
维、开放的器材、开放的场景，这样
才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车间”运行的时间虽然不长，
但已经在很多孩子心中播下了科学的
种子。有的学生获得了浙江省创新大
赛二等奖，还有的获得了宋庆龄少年
儿童发明奖。

“其实，孩子们在我这里学不到
多少东西，关键是激发兴趣，这才是
最重要的东西。”陈少华说。

陈少华的教学模式不仅激发了孩
子的兴趣，也带动了家长的热情。每
次上课时，都有很多家长主动来课堂
上做志愿者，担任助教工作。

骆丽珏就是其中之一。“之前孩
子因为没抢到上课的名额哭了。后来
他知道是因为材料不足，就提出要把
自己的压岁钱给牛牛老师，让老师多
准备一点材料。”骆丽珏说，“看到孩
子这么喜欢陈老师的课程，我们家长
也愿意来帮助陈老师，让更多孩子学
习科学知识。”

童心课堂

经过几次改造，如今的“21 世
纪车间”划分成了教学区、动手实践
区和展示区。展示区的架子上，陈少
华和孩子们一起制作的机器人、录音

机摆的满满当当。
2022年，“21世纪车间”升级为

“童心梦课堂”委员工作室。依托社
会各界的力量，陈少华的公益科普
课堂走进学校、社区、乡村，青少
年科普的道路越走越宽。在杭州亚
运会等体育赛事期间，陈少华还积
极开展宣传演讲活动，传达新科技
的设计原理和发展前景，推出很多
特色课程。

尽管开课频次增多，但陈少华还
是觉得不够，他想让科普课程影响更
多孩子。今年母亲节前夕，他在线上
举办了首场直播课程。课程内容还是
他精心设计的——和孩子们一起制作
电子钢琴，给母亲弹一首《世上只有
妈妈好》。

讲完课，陈少华还是像往常一
样，在工作室里等待着孩子们的反
馈。有住在社区的孩子拿着刚做好的
钢琴，跑到工作室来展示。很多小观
众来自其他市域，答疑解惑、展示成
果……微信群里也热闹起来。

“我打算把线上直播课继续做下
去，让更多孩子们学习科学技术和动
手能力。”陈少华的微信名叫“牛
牛”，孩子们口中的“牛牛老师”源
来于此。“老师是引以为傲的职业，
我希望像牛一样耕耘在教育事业和公
益科普上”。

巷子里的科普“车间”
本报记者 刘 峣

在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梅园社区，
一座“21世纪车间”藏在深巷中。

站在“车间”外，不闻机声隆隆，
却不时有孩童的笑声传来。

“牛牛老师，红绿灯怎么才能亮？”
走近一瞧，车间的工作台上摆满了电路
板等用具，十几个孩子正在工作台前一
板一眼地忙碌着，将灯泡、读秒器以及
电脑主板逐个连接。

戴着眼镜、穿着红马甲，孩子们口
中的“牛牛老师”举起手里的“红绿
灯”模型。“红绿灯能不能按次序亮起
来，关键步骤来了，大家注意看！”

“前几年，我家老大小学入学的时候，我需
要带着房产证、户口本等到学校排队核验。去
年小女儿入学，全程在‘爱山东’App 上操作
就完成了。”近日，济南市民何女士向邻居解
释，“你放心，今年办入学肯定更方便。”

2022 年和 2023 年，山东有 92.3%的家长选
择网上给孩子报名入学，其中56.8%的家长实现
报名“零证明”办理，学校平均缩短审核时长
70%以上。“为全力支撑‘义务教育入学一件
事’高效办理，全省已开展数据共享约 5700万
次，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打通数据接口11项。”山
东省大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禹金涛说。

作为全省统一政府服务总平台，“爱山东”
汇聚的应用服务近2万项，政务服务事项可网办
率超过 90%。据禹金涛介绍，山东还创新开展

“无证明之省”建设，让企业和群众“无证办
事”“一码通行”，已累计开展电子证照应用8.3
亿余次，减少证明材料 2955万份，证明材料共
享率超60%。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在广袤的齐鲁
大地上，大数据技术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变化
随处可见。

青岛市城阳区云头崮社区的智慧农业温室
内，传感器等数据采集设备随处可见，温度、
湿度、光照等指标在大数据监控室大屏上实时
显示，灌溉设备根据干燥程度自动开关，极端
天气来临前监控系统发出预警……云头崮社区

“两委”成员胡贻甜说，2023年冬季，平台成功
预测低温天气，他们提前采取关闭温室、加固
等措施，将损失降到了最低。

大数据的应用还不限于此。“我们进行波浪
滑翔器的研发应用，需要了解特定海域风场、
海浪等情况，以往这些数据很难获得。通过海
洋数据交易服务平台，我们获得了精细化海洋
环境预报数据，研发应用效率显著提高。”青岛
海舟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超说。

孙超口中的海洋数据交易服务平台依托超
大规模算力资源和数据存储资源，为海洋气象
精细化预报、海上风电建设与维护、远洋渔业
生产安全等场景提供数据服务。2023 年，平台
累计融合 48亿余条全球海洋数据资源，交易额
突破千万元。

在山东，新一代数字技术与农业、工业、服务业深度融合，
标准不断提升，助推产业走向智慧化、高端化，释放出强劲新动
能。“数据要素成为新型工业化提档升级的重要助推力。”禹金涛
说，目前山东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覆盖率达到87.3%。

近年来，山东加速布局以5G、千兆光网、算力基础设施、物
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基础设施，累计建成数据中心标准机架 35.1
万个，建成开通5G基站20.2万个；建成济南、青岛两个国家互联
网骨干直联点，16市均达到国家级“千兆城市”建设标准。

日前举行的第七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山东作为主宾省之
一亮相。智能水肥监测一体机、遨博智能咖啡机器人、中医健康
管理机器人、掌上政府“24小时不打烊”、就医“一码通行”“一
网预约”“一站结算”……展出的成果被与会人士频频点赞。

数据显示，2023 年山东数字经济总量达 4.3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超 47%，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指数、产业数字化指数和数据要
素生态指数均位居全国前列，山东省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总体指
数连续两年位列省级政府第一方阵。

“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潜藏着巨大的社会价
值和经济价值。”山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大数据局党组书记、局
长王健说，“山东将围绕‘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
化、治理服务数字化’，强化数据要素保障，培育新质生产力，全
面释放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效能。”

（据新华社电 记者张武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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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华陈少华 （（右右）） 给孩子们上科普课给孩子们上科普课。。
张昊桦张昊桦摄摄

山东省荣成市民政部门志愿者近日开展“暖心礼包派送”主
题公益活动，为特殊教育学校的儿童送去节日礼物和问候。

李信君摄（人民视觉）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黄湖镇党群服务中心举办“萌娃趣运动
亲子伴成长”竞技赛主题活动，激发少年儿童坚强勇敢、探索创
新、团结协作的精神。 张宝柱摄

迎接儿童节
健康共成长

据新华社电（记者郑天虹、杨淑
馨） 记者近日从中山大学获悉，该校
化学学院郑治坤教授团队成功制备出
高韧性、高弹性、高机械强度的二维
晶体薄膜，并报告了一种利用牺牲性
小分子结构导向试剂导向相邻晶畴形
成编织晶界结构的制备方法，有望扩
展晶体膜在分离、光电、柔性器件等
领域的应用，相关成果在《自然》杂
志上刊发。

郑治坤团队深入研究晶态聚合物
均孔膜的制备、结构和性能调控等问
题。从把膜制作出来，到实现孔道结
构均一，再到让它更高效、更可靠、
更耐用。

在该研究中，团队在制备二维晶
体聚合物时加入牺牲性导向试剂，以

线性聚合物为“梭”，利用其自发缠
绕、穿插的特性，将二维聚合物编织
起来，形成编织晶界。待晶界形成，
线性聚合物又会随排异的结晶过程自
动离开。

进一步实验表明，这种全新晶
界结构——编织晶界连接形成的晶
态聚合物膜具有高韧性、高弹性和
高机械强度的特点，其抗压性能接
近铝合金和黄金。当材料受力断裂
时，裂纹不扩展，且不影响裂纹附
近膜的机械性能。

“这为二维晶体材料在柔性器件
和分离膜方面的应用奠定了基础。与
常规膜分离相比，全结晶的聚合物膜
有望以更高效率分离出更高纯度的物
质。”郑治坤说。

中国科学家首次“看到”冰表面原子结构中国科学家首次“看到”冰表面原子结构
据新华社电（记者魏梦佳） 冰的

表面结构如何，何时开始融化、如何
融化？这些问题困扰科学界已久。由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北京怀柔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轻元素量子材料交叉平
台（简称轻元素平台）组成的研究团
队，利用自主研发的国产qPlus型扫描
探针显微镜，在国际上首次“看到”冰
表面的原子结构，并揭示其在零下153
摄氏度即开始融化的奥秘。该成果近
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

冰表面是多种自然现象和大气反
应发生的重要媒介，对冰的形成、大
气平流层中臭氧分解及雷云带电现象
等均具有显著影响。但因缺乏原子尺
度实验工具，科学界对冰表面结构的
基本问题一直未有明确解答。轻元素

平台特聘研究员田野介绍，团队利用
qPlus 型扫描探针显微镜，开发出可
分辨氢原子和化学键的成像技术，实
现冰表面水分子氢键网络的精确识别
和氢原子分布的精准定位。探测发
现，冰表面结构同时存在六角密堆积
和立方密堆积两种排列方式，且拼接
堆砌形成稳定的网络结构。

研究还揭示了冰表面预融化机
制。冰表面常在低于零摄氏度下开始
融化，该现象被称为冰的预融化。轻
元素平台负责人江颖教授介绍，受研
究工具所限，科学界一直无法获得准
确原子尺度信息，围绕冰表面结构和
预融化机制的争论因此持续了 170多
年。国际研究普遍认为，冰表面发生
预融化的温度在零下70摄氏度以上。

中山大学团队发现编织晶界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近
年来落实科技、财税、金融
等举措，实现教育数字化转
型，培育教育新质生产力，
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图为在福州举行的第七
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参
观者在网龙展区体验光速飞
轮VR摩托竞速项目。

王旺旺摄（人民视觉）

数字化赋能
教育更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