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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春晚：现代科技的精美橱窗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仍然是一个重要选项。全家人围坐在客厅，对着电
视机守岁过大年不仅别有一番团圆年的味道，甚至
成为一个难以割舍的情结。

晚会主办方如往年一样，使出浑身解数，尽可
能烹制出适合不同地区和人群口味的新春荧屏大
餐。科技跨越年龄和地区差别，是全民欣赏口味的

“最大公约数”。因此，央视春晚特别重视应用现代
科技手段，不仅用于提升舞台演出效果和播出效
果，而且将其作为晚会重要表现内容之一，致力于
将其打造成魅力四射的春节新民俗品牌之一。

增强现实技术 （AR） 是制造梦幻神奇视觉效
果的重要手段，今年央视春晚继续融入 AR 技术，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为了彰显春晚分会场吉林长
春作为中国汽车城的特色和风采，现场两位主持人
竟然坐在瞬间现场组合起来的一辆小轿车中，该车
周围，手臂机器人在紧张忙碌地工作着。这场景让
电视机前收看直播的观众目瞪口呆。这就是AR技
术应用于现场直播产生的效果。在春晚井冈山分会
场上，歌手吉克隽逸演唱《映山红》时，直播画面
上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一群彩蝶翩翩起
舞，栩栩如生。其中一只还飞到吉克隽逸手指上与
她亲密互动，平添了唯美的视觉效果。这也是AR
技术的功劳。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央视春晚能够更好地向观
众呈现AR技术所带来的视觉感受，在很大程度上
要归功于启动了超高清 4K 转播模式，在分会场甚
至启动了 5G＋4K 方式实现与主会场的直播连接，
这是5G技术商用前的一次重要应用展示。

央视网络春晚一向是现代信息科技最精美的展
示橱窗，今年更是如此。晚会主持人引入了数位机
器人与央视主播联袂主持，他们的声音和动作虽然
略显僵硬，但是已经能够担纲大型晚会的主持角
色，语言得体、落落大方。此外，今年网络春晚还
专门呈现了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即“中
国天眼”捕捉到的脉冲星信号转化的声音，那悠远
神秘的天籁应和着歌手张靓颖的 《我的梦》，演绎
出让人惊叹的视听感受。

花市、庙会：未来生活零距离

迎春花市和庙会分别是中国南北方经典的春节

民俗活动。近年来，这两大民俗活动也更多地渗透
了科技元素，人们由此品味到时尚的科技年味。

今年久负盛名的广州迎春花市迎来 5G 冲击
波。在繁华的越秀区西湖花市上出现了中国电信
5G体验店。人们步入期间，既可以现场体验5G超
高速率，又可以与 5G猜拳机器人比赛，现场测试
动作反应的灵敏度。此外，市民还可以通过无线终
端接入设备，体验转为WIFI的5G信号。

广州迎春花市还主打一批“智能范”的 AI 花
市。它们既有炫酷的外形，是集声光电和花艺装置
于一体的“花房”，又有多种高科技装备提供服
务，比如可爱调皮的智能机器人。与传统迎春花市
直接买花自行带回家不同，在 AI 花市，顾客看到
心仪的花艺作品，只需“一键扫码下单”，就可直
接在家里等待送花上门。

北方科技庙会当属北京中关村软件园。除夕即

将到来之际，在中关村软件园孵化加速器一层大
厅，一场融合高新科技与民俗文化的特殊庙会拉开
了帷幕。这里展示的有很多是传统庙会主题内容，
比如，民间彩色面塑手艺和编制中国结。不过，其
呈现方式融入现代科技元素。比如，彩色面塑由机
器人来完成，中国结编织则通过光影技术放大编织
动作，让人们更好地体验和学习。除此之外，还有
微型无人机空中列队表演和智能无人车定点运送

“福”字等节目。

科技馆、电影院：怀好奇心探秘科学

哪里是过年好去处？科技馆！科技馆里过大年
是近年来出现的一股新潮流，呈现渐成新民俗之
势。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给人们生产与生活带来前
所未有的深刻影响，利用春节假期走进科技馆，高
效直接地了解最新锐的科技发展成果是很多人的需
求。对此，全国各地的科技馆因势利导，抓住春节
黄金假期，打造特色鲜明的科技“庙会”，适应了
广大民众的需求。

作为国内科普教育的“旗舰”，中国科技馆是
春节科技过大年潮流的引领者。今年春节期间，中
国科技馆举办了“春节科技大联欢”活动，精心设
置了“科学秀场、大型科学实验体验、趣味科学实
验线上互动、展厅探秘闯关”4大板块，吸引观众
到场体验。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技馆推
出的原创科普剧 《皮皮的火星梦》，该剧穿插了大
量有趣有料的互动科学实验，让孩子们在动手参与
中，亲身感受科技的奥秘。

据统计，从大年初三开馆以来，中国科技馆日
均接待3.5万余人，最高日客流量达到4.8万人。上
海科技馆、甘肃科技馆等各地方科技馆纷纷开门迎
客，设置众多适应需求的科普展示项目。比如，上
海科技馆设置的“机器人世界”，一改机器人过去
司空见惯的舞蹈模式，它们变身为灌篮高手和爬楼
梯高手，让参观者耳目一新。

春节期间，一批贺岁档电影集中上线。值得注
意的是，在新年贺岁档影片中，《流浪地球》 和

《疯狂的外星人》 作为科幻题材的影片受到观众追
捧。截至目前，《流浪地球》的票房近24亿元，领
跑贺岁档，折射出观众对科幻和科技知识的热情。

科技“妙会”新民俗
本报记者 张保淑

新华社西安2月10日电（记者许祖华） 陕西省教育厅等部门近日出台
意见，将为义务教育阶段适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送教上门，切实保障适龄
重度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进一步提升特殊教育发展水平。

据介绍，送教上门是保障不能到校就读的适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义务
教育的重要举措。送教上门的对象为不能到学校就读、年龄在6—15周岁的
义务教育阶段适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

各县 （区） 教育行政部门应根据残联提供的未入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
情况和家访情况，对不能到校就读的适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做出送教上门
的教育安置方式，并征求家长意见。

县 （区） 教育行政部门应根据送教上门对象常住地，就近指定乡镇中
心学校或特殊教育学校承担送教上门任务，避免出现送教对象与送教学校
距离过远的问题。

陕西省还要求落实“一人一案”。首次送教上门，通过访谈了解学生现
状，针对服务对象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残障类别、个人潜能等情况，与学
生家长一起，参考教育部印发的三类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制
定切实可行的个别化教育方案，建立残疾学生受教育档案，有针对性地开
展课程教学和补偿训练。

农历己亥年春节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很多人还在回味团圆的味道。在微信朋友圈
里，有的继续晒出各种聚会欢庆的图片，有的则聚焦自己的私家车后备箱，把从家乡
带来的各类土特产品一一拍照展示出来，感叹家乡亲人对自己的牵挂和情谊，洋溢着
满满的幸福。

短暂的春节假期让很多人关注的重点从日常繁忙的工作更多转向生活和娱乐，更
深切地体味时光、年华匆匆流逝，同时也更清晰地感知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在
现代信息科技的推动下，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像往年一样，春节假日期间，新科技
以各种方式渗透人们生活，使传统春节民俗在悄然间嬗变更新。

将为重度残疾儿童少年送教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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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黑龙江省科技馆开门迎客，为广大市民烹制了丰盛的科技大餐。图为孩子们在科技
馆参观时留影。 （生活报官网）

春节期间，黑龙江省科技馆开门迎客，为广大市民烹制了丰盛的科技大餐。图为孩子们在科技
馆参观时留影。 （生活报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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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贺岁档，《流浪地球》无疑是最热门的话题，相信你的朋
友圈也被这部国产科幻片刷屏了吧？有人点赞说，《流浪地球》是
中国科幻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大突破，201 9年是中国科
幻电影真正意义上的“元年”。开元之年，这种评价不可谓不高，
其背后既有对国产科幻片拍出好莱坞式宏大制作、宏大场面的兴
奋与激动，又有对该片阐释有别于好莱坞价值观的骄傲与自豪。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该片的拥趸眼中，《流浪地球》是中国剧本、中
国制作、中国思想的一次呈现，光芒四射、璀璨夺目，成就了中国
科幻电影空前的现象级事件。近24亿元的票房成绩就是最好的
诠释，那是全国观众用真金白银进行的投票。

在一片激赞声中，《流浪地球》 也受到一些观众的吐槽。
“导演是文科生吧？”“科学性上，理科生表示看不下去，太多细
节经不起牛顿定律和相对论的推敲。”诸如此类的评价在豆瓣电
影网评和社交媒体上纷纷出现。

对一部电影褒贬不一、议论纷纷实属正常。我们欢迎不同的
观点，期待论证观点的理性讨论。眼下，围绕《流浪地球》的讨论
正在热烈进行，而且已经超出影评圈和科技圈的范畴。“比邻星”

“氦闪”“引力弹弓”等影片中出现的词汇也随着讨论的进行而进
入一部分人的生活用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位父亲手绘了6
幅讲解图向女儿阐释《流浪地球》，并且提出4个与此有关的问题
引发女儿思考。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流浪地球》作为科幻片
贺岁是成功的，它让今年春节的电影院科技味十足，让人们对中
国科幻电影充满期许。

《流浪地球》带给中国科幻电影的启示是深刻的，作为观
众，我们在点赞或吐槽之外，还应有更为深入的思考。期待关
于这部电影的讨论在春节档之后还继续进行下去，尤其期待更
多青少年学子参与其中，不仅体验到科幻的魅力，而且能展开
科学幻想的翅膀，思考科学、未来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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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张保淑） 根据中国探月工程官方微博2月11日15时发布
的消息，经地面指挥控制中心分析，嫦娥四号着陆器、玉兔二号月球车状
态均满足月夜休眠要求。按计划于2月11日19时、19时30分先后进入月夜
休眠模式。

春节期间，嫦娥四号着陆器和玉兔二号巡视器工作稳定，能量平衡，
各系统工况正常，数据传收正常，红外成像光谱仪、中性原子探测仪等科
学载荷顺利开展科学探测活动。

玉兔二号于2月11日2时22分移动至LEO0210点，在月面累计行驶120
米左右。

玉兔二号预计于2月28日唤醒，着陆器预计于3月1日唤醒，继续开展
科学探测活动。

1月29日20时许、1月30日20时39分，玉兔二号、嫦娥四号已经先后
接受光照，完成第一次自主唤醒，都经受住了-190℃超低温的月夜考验，
同位素温差电池为月夜温度采集器顺利供电。

嫦娥四号进入第二个月夜休眠模式

近日，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一立镇塘湾村农民夜校热闹非凡，由该区区
委组织部主办的“扶贫车间”助力返乡农民工技能培训课堂吸引了当地乡镇
的返乡农民工100多人，忙着学习法律和缝纫等技能知识。据了解，2018年以
来，南充市嘉陵区558所农民夜校已累计培训农民群众80.3万余人次。

图为嘉陵区一立镇塘湾村农民夜校授课老师任慧琼 （右一） 现场传授
村民缝纫机械基本操作技术。 （杨清清摄）

夜校新年开始第一课

四川南充乡村课堂培养新型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