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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3
日上午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
植树造林是生态文明建设重要一环。各地
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行动起来，动员组织广
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造林绿化，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弘扬生态文化，汇聚共建美丽
中国的磅礴力量，让祖国大地更加绿意盎
然、生机勃发。

时近清明，首都北京春和景明、惠风
和畅。上午10时30分许，党和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丁薛祥、李希、韩正等集体乘车，来到丰
台区永定河畔，同干部群众一起参加义务
植树。

植树点位于永定河绿道示范段，这一
区域水系形态多样，有连续7公里的水岸
空间，正在打造生态涵养和休闲健身功能
兼备的滨水绿廊。

看到总书记来了，正在植树的干部群
众纷纷热情地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向大
家挥手致意，拿起铁锹走向植树点，同现
场的北京市、国家林草局负责同志和干部
群众、少先队员一起忙碌起来。

铲土造坑、培土围堰、提水浇灌……
习近平接连种下油松、金枝槐、美人梅、
车 梁 木 、 杜 仲 、 元 宝 枫 等 多 棵 树 苗 。
习近平一边劳动，一边询问孩子们的学习
生活和劳动锻炼情况。他强调，美好生活
都是靠劳动创造出来的，广大青少年要热
爱劳动、热爱大自然，积极参加植树造林
等公益活动，在劳动中锻炼身体、锤炼意
志、增长知识，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植树现场气氛热烈，一派繁忙景象。

植树期间，习近平同在场的干部群众
亲切交谈。他说，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
经超过 25%，贡献了约 25%的全球新增绿
化面积。经过持续努力，塔克拉玛干沙漠
戴上了“绿围脖”，科尔沁沙地正重现草原
风光，成绩来之不易。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人民群众感受最直接最真切。同时要
看到，我国林草资源总量仍然不足，质量

效益还不够高。要切实解决突出问题，争
取一年干得比一年好。

习近平指出，绿化祖国必须坚持扩绿
兴绿护绿“三绿”并举，推动森林水库、
钱库、粮库、碳库“四库”联动。要更加
注重“提质”，优化林分结构，搞好森林经

营，同步提升草原生态质量。更加注重
“兴业”，多用改革的办法用活林草资源，
壮大林草产业。更加注重“利民”，为群众
增添身边的绿、眼前的美，拓展林草就业
增收空间。

习近平强调，义务植树是全民行动，

要一代接着一代干下去。要增强责任意
识，创新参与方式，强化服务支撑，把这
项活动扎实开展好，不断提高造林绿化实
效。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处书记、国务委员等参加植树活动。

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

汇 聚 共 建 美 丽 中 国 磅 礴 力 量
让祖国大地更加绿意盎然生机勃发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参加

4月3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来到北京市丰台区永定河畔参加首都义
务植树活动。这是习近平同大家一起植树。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本报讯 （记者 蒋亦丰
通讯员 胡凯）近日，某环境
科学顶级期刊发表了一篇论
文，揭示了钾元素在盐沼中的
输运机制和循环过程，为更好
地评估滨海湿地系统的生态服
务及碳汇功能提供了新思路新
方法。值得欣喜的是，这篇论
文的独立一作是西湖大学本科
三年级学生孙正涛。

西湖大学在 2022 年正式
启动本科生招生，锚定培养未
来科学家的目标，着力探索

“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希望每一
位毕业生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宽广的国际视野、扎实的
学 科 基 础 和 卓 越 的 创 新 能
力。”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说。

据了解，西湖大学为每一
位本科生制定了一套与其兴
趣、特点、优势、成长背景相
适应的培养方案，允许学生根
据自身兴趣选择专业，自主安
排非基础课程的修读进程，学
有余力的还可以修读部分博士
生专业课程。

值得一提的是，本科生可
以从学校安排的包括施一公在
内的 200 多位博士生导师中，
选择自己心仪的学术导师。孙
正涛选择了工学院环境水文学
讲席教授李凌作为自己的学术导师，并且拥有了一个在导
师实验室的“工位”，可以经常和博士生、博士后一起开
组会。因为喜欢化学，他被分到生物地球化学方向的研究
小组，成了实验室副研究员陈小刚的“助理”。

目前，西湖大学全校所有国家级、省级实验室和科研
平台、成果转化平台均向本科生开放，新生在一流科研人
员的指导下参与科研项目，接受完整、全面的科研训练。
学校还实行新时代书院制，打破学院与专业的界限，建设

“一站式”学习生活社区。社区成为不同专业背景下本科
生交流研究思路、碰撞思想火花的综合平台。

在良好的科研生态中，西湖大学本科生的科创因子被
充分激活。学生张乐程以共同一作在人工智能顶级学术会
议发表论文。学生庞志鸿以共同一作在化学顶级期刊发表
论文，首次实现对铅基磷灰石及其铜掺杂高质量样品的一
步合成。学生贾熠飞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交流
期间，斩获CPU（中央处理器）芯片设计优化奖第一名等。

“步入大学意味着步入了思维开拓和个性发展的阶
段，希望西湖大学所有本科生都能够获得开阔的视野、深
刻的洞察力、可贵的同理心，能够以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
考的能力应对未来挑战。”施一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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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红色血脉。清明节之际，各地各校通过多
种形式缅怀革命先烈，弘扬英烈精神，汲
取奋进力量，激励新时代青少年以热血担
当书写民族复兴的壮丽篇章。

追忆先烈：
在学史中传承红色薪火

肃穆的气氛、生动的讲解、铿锵的誓
言……4 月 1 日，河北省乐亭县综合职业
技术学校组织高一年级全体师生前往李大
钊纪念馆，开展“清明祭英烈”主题教育
及红色研学活动。“这次参观让我真切感

受到信仰的强大力量。作为新时代的学
生，我要以先辈为榜样，将红色信仰融入
学习与生活。”该校2024级计算机专业学
生赵一诺说。

近日，黑龙江各学校纷纷组织学生开
展缅怀先烈主题祭扫活动。哈尔滨市清滨
小学校赴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
馆开展“清明祭英烈”研学活动，队员们
在一件件罪证文物、一幅幅历史图片前驻
足凝视。“我们一定要把个人理想与祖国
前途、民族命运联系起来，用更坚定的信
念、更顽强的拼搏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砥砺
前行、奋发有为。”深受鼓舞的学生纷纷
表达内心的感悟。

4 月 2 日，“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
基因”2025年内蒙古青少年清明祭英烈主
题活动在呼和浩特市大青山红色文化公园
举办。师生们走进大青山革命历史展览
馆，了解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与
发展，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以及民族
团结抗战的感人故事，感受英雄人物展现
出的伟大斗争精神。

清明前夕，青岛理工大学“红色青锋
宣讲团”携手小学生走进烈士陵园，共同
清理烈士墓，擦拭碑文并考证生平，共同
向革命烈士献上菊花，书写寄语，将满载
崇敬的明信片悬挂于纪念树，完成跨越时
空的精神对话。 （下转第二版）

清明节之际，各地各校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

缅怀革命先烈 赓续红色血脉
左图：4 月 1 日，在四川省阆中市，

小学生在红军烈士纪念园“告别苏区”雕
塑前敬队礼。 王玉贵 摄

下图：4月1日，在湖北省襄阳市保
康县歇马镇烈士陵园，歇马镇小学学生手
持菊花为英烈默哀。 杨韬 周斌 摄

本报讯（记者 施剑松）北
京 市 教 委 日 前 发 布 关 于 开 展
2025 年学练赛一体化体育教学
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将在
北京东城、昌平、大兴、房山、
延庆以及燕山地区开展学练赛一
体化体育教学改革试点。

北京东城、昌平、大兴、房
山、延庆每区推荐8所中小学校

参加试点，其中须包含1所九年
一贯制学校、1所高中校；燕山
地区所有中小学均纳入试点范围
（10 所）。北京市将组建试点工
作专家组指导试点校落实体育课
时要求。指导内容包括，落实大
单元教学、模块化教学、“体育
选项走班制”教学，推进“三大
球”教学，落实 10 分钟体能锻

炼；研发适合本校的阳光跑、大
课间、小课间、课后服务等内
容，帮助试点校丰富阳光体育活
动的内容；制定适合本校的班级
联赛实施方案，引进新兴运动
项目并将“三大球”作为班级
联赛的重点内容，帮助试点校
建立全员参与和全过程参与的
班 级 联 赛 体 制 ； 通 过 “ 三 精
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
段，做到“一区一案”“一校一
案”“一生一案”，帮助试点校
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实现
学 生 体 质 健 康 监 测 优 良 率 在
2024 年的基础上，整体提升不
少于10个百分点。

以体育教学改革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北京50所中小学试点学练赛一体化

本报讯（记者 刘玉）辽宁
省教育厅近日发布《关于加强中
小 学 人 工 智 能 教 育 的 实 施 方
案》，提出到2027年，在全省建
成 30 个以上中小学人工智能教
育基地；到 2030 年，在全省中
小学基本普及人工智能教育。

《方案》 聚焦课程、教学、
师资、资源、评价等中小学人工

智能教育的关键环节，积极探索
实施路径，并围绕人工智能教育
链条布局七大重点任务，通过系
统推进这些任务，实现人工智能
教育基地的建设，并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典型案例，为其他
地区提供借鉴。

《方案》提出的重点任务之
一是强化人工智能课程体系建

设。突出人工智能教育，打造人
工智能教育精品课程一体化实
施，将人工智能教育纳入地方课
程、校本课程，注重人工智能教
育应用伦理，引导中小学生科学
合理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工具。

其他重点任务包括深化人工
智能教育教学改革，探索教师与
人工智能协同“双师课堂”等试
点应用，将人工智能素养纳入
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等。加
强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建设。鼓
励有条件的学校为学生提供人
工智能体验、学习、探究、实践
的空间等。

将人工智能教育纳入地方课程、校本课程

辽宁强化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

➡➡➡ 详见第二版

【新闻·要闻】

给科学教育添些“文化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