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王强 编辑：郭馨泽 设计：王保英 校对：刘梦
2025年6月4日 星期三 03新闻 要闻·

本报记者 李洋

在北京市昌平区阳坊镇中心幼儿
园，藏着一座10亩大的“百花园”。

“我们种植了 80 多种宿根花卉，
在艺术课上，孩子们可以采摘花卉拓
印，用植物进行草木染。”近日，在
阳坊镇青少年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大
会现场，园长张丽红分享道。

阳坊地处农村，自然资源丰富是
办园优势。张丽红认为，大自然就是
生动课堂，要带着孩子们从狭小教室
走进广阔自然。

张丽红和教师们把这里打造成了
果园、乐园和农庄的集合体，教学课
程跟着四季走，让孩子们在自然中学
习和探究。“在丰富的生态课程和自
然活动中游戏，孩子们的想象力、创
造力、动手能力和社交能力得到了发
展，成长内驱力被激发。”张丽红说。

离“百花园”不远处，占地 50

亩的一片“林场”舒展在教学楼边。
“小鹿喜欢吃什么？”“它的寿命

有多长？”“它的睫毛起什么作用？”
林场上，孩子们好奇地围着新朋友梅
花鹿，问题一个接一个。

“起初，建林场是为了解决运动
场地紧张。”阳坊学校校长徐雪莲
说，“现在，我们想开发成综合实践
活动场所，让学生在大自然中学习探
究、发现和解决问题。”

“在林场，我们可以带学生做太
空种子实验，开发中医药课、动物研
究课、传统文化课⋯⋯”畅想这座林
间大课堂的未来，徐雪莲充满期待。

据悉，阳坊镇中心幼儿园原创课
程“来自大自然的邀请书”于 2019
年在国际可持续发展教育大会上分
享。2021 年，“来自大自然的邀请
书”中的“小麦旅行记”和“菜园小
精灵”课程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
可持续发展教育案例一等奖。

“带着孩子们走进广阔自然”

本报讯 （记者 冯丽） 近日，
《自然—植物》（Nature Plants） 杂志
在线刊发了西北大学地质学系副教
授刘丽静等人的最新成果—— 《奥
陶纪海洋轮藻及其对陆地植物起源
的启示》，宣告在中国塔里木和鄂尔
多斯盆地发现地球上已知最早的轮
藻门化石。该研究将轮藻门化石的
地质记录从晚志留世提前到晚奥陶
世 ， 将 其 起 源 时 间 向 前 推 进 了 约
2800 万年，为陆地植物在奥陶纪起
源于轮藻门的推论提供了关键的化
石证据。

该研究首次发现了来自塔里木盆
地晚奥陶世早期 （凯迪早期） 以及鄂
尔多斯晚奥陶世早期 （凯迪中期）

（450Ma） 的海相碳酸盐岩地层中的
海生轮藻钙质叶状体化石。该化石保
存状态堪称奇迹，主轴上有轮生小
枝，且有节与节间分化，节间上覆盖

有纵向排列的皮层细胞，小枝也具有
皮层细胞。刘丽静团队因此把它命名
为奇迹塔里木轮藻。

此前，轮藻化石一直是中生代以
来湖相地层划分和对比的重要依据，
且现生轮藻纲一般生长在淡水或微咸
水环境中，因此，轮藻化石一般也被
认为是来自陆地湖泊河流相环境的。
奇迹塔里木轮藻的发现改变了以上的
固有认知，表明了轮藻纲在晚奥陶世
凯迪期之前就已经演化出来了，且它
们中的某些分子在晚奥陶世是可以完
全适应海洋环境的。

据悉，此项研究是由中国科学院
院士、西北大学地质学系教授舒德干
领衔的西北大学早期生命与环境创新
研究团队继其在寒武纪动物门类起源
和演化领域取得一系列高水平研究成
果以来，首次在奥陶纪藻类与植物演
化领域取得重要成果。

西北大学团队发现地球上已知最早的轮藻门化石
为陆地植物起源提供关键化石证据

进展新新科技

本报记者 史望颖

院士进校园与中小学生面对面交流，高校和科研院所向中小
学生敞开怀抱，“单项冠军”企业和学校共享实验室⋯⋯在浙江
宁波，科学教育的边界正在被不断打破。

近两年，宁波依托院士资源，聚焦科学教育持续发力，厚
植孕育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沃土，播撒下一片创新的火种，不
少具备科学潜质的好苗子开始冒尖。2024年，宁波学生获得国
家级以上成果比上年增加30%，展现出新生代科创人才培育的
蓬勃生机。

宁波厚植科学教育沃土，推动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

破资源边界 育创新好苗

不久前，宁波鄞州区东南小学学生走进国
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音王电声股
份有限公司，学生们在教师的引导下自制蓝牙
小音箱，了解扬声器、声音播放模块等音响内
部结构。

利用本土优势资源，宁波创新启动校外
“共享实验室”建设，将富有宁波创新特色、
体现新质生产力的科技智造类企业实验室及高
校、科研院所的尖端实验场所纳入师生实践范
畴，首批54家企业创新实验室纳入建设名单。

当前，宁波正着力构建“院士领衔—高校
支撑—企业协同”的“大科学”教育生态，以

“协同”为关键词，推动学校、社会、家庭等
育人主体同向发力，让拔尖创新人才得到泛在
化培养。

“一校一基地”机制在宁波各中小学深入
推进，每所学校就近结对一个校外科学实践基
地，目前有30个博物馆、97个科技馆、103家
高校科研院所、182 个科普科创基地、200 余
家高新企业参与其中。

“每个孩子的创新潜能都将成为照亮未来
的星火。”宁波市教育局副局长何倩说，未
来，宁波将持续深化“大科学”教育生态，合
力助推更多的科技人才从宁波走出去，在服务
国家战略需求的征程中贡献宁波力量。

宁波以“贯通”为关键词，通过学段贯
通、课程贯通、项目贯通、赛事贯通等形式，
初步搭建起了拔尖创新人才“大中小”一体化
贯通式培养模式。

宁波市惠贞书院是一所小学、初中、高中
十二年一贯制的学校，该校打破常规的年段和
学段制学习模式，探索实施跳级制度，选拔优
秀学生提早进入惠贞科学院、科研项目组、科
技新苗团队等，围绕科技创新项目开设项目式
和科研式课程，跑出学生成长“加速度”。

“母校是我梦想发芽的地方，给足了我们
绽放个性和自由发展的空间。”俞佳兴是惠贞
书院的一名毕业生，他曾加入学校机器人社
团，参加各类机器人创新比赛。后来，他考入
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多次参赛获奖。

自 2024 年起，宁波启动实施“中学生英
才计划”，着力发现和培养一批具有创新潜质
的优秀中学生。早在 10 年前，宁波就探索实
施“科技新苗培养计划”，利用浙江大学、中
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市农科院等资源，支持
高中学生在高校及科研院所导师指导下开展为
期一年的科学研究，目前已培养学生 1000 余
人，并从去年开始招收 300 名小学、初中特长
生开展早期培养。

“ 中 国 的 核 电 是 从 浙 江 秦 山 起 步
的，浙江还拥有全国第一座第三代核电
站——三门核电站。”近日，中国科学院
院士柴之芳在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开
讲，这也是“院士开讲啦”栏目第 17 期
活动。

如何将院士资源转化为育人密码？
宁波打响了“院士之乡”科学教育品牌，
推出“院士开讲啦”栏目，已邀请 10 多位院
士为中小学生讲课。当地成立了一支由 9
位院士挂帅，200 多名教授、500 多名科技
工作者组成的“科学副校长”队伍，开展沉
浸式科学教学2890场次。

宁波于去年启动全国中小学科学教
育实验区建设，印发实验区建设三年行
动计划，全面实施“4个100工程”，计划
三年内重点培育 100 个科学名师、100 个
创新实验室、100 个科学育人典型案例、
100 个精品课程，进一步激发科学教育的
内驱力。

“希望通过科学家的授课，让同学们
接触不同领域的前沿科学知识，从而发
现、确立自己在科学方面的兴趣，为以
后从事科学研究埋下一颗种子。”镇海中
学校长吴国平说。

在贯通中

锻造成长链条

在创新中

点燃科学梦想

在协同中

构建育人生态22 3311

本报讯 （记者 阿妮尔 通讯
员 范苏 钟钰婷） 一套一拉一扣，
9 岁的果果 （化名） 坐在轮椅上，顺
利穿上志愿者递来的无障碍裤装。这
是他第一次自己成功穿上裤子，果果
妈妈在一旁既欣慰又感动。

近日，在江苏南通小海护理院，
南通大学“翼心衣意”无碍助行社会
实践团开展无障碍服装试穿活动，受
到残障人士的欢迎。

市场上的一些无障碍服装采用
前侧纽扣开口的穿脱设计，布料之
间仅由纽扣连接，坐姿状态下极易
露出大腿皮肤，既不美观，又容易
让冷风“乘虚而入”。前后几乎等高

的腰头设计，让残障人士在轮椅上
伸手够物或弯腰时，后背皮肤容易
大面积露出。

南通大学团队成员不断走访调
查，询问残障人士的穿衣需求，观察
他们的穿衣细节。经过不断摸索，团
队将无障碍裤装开合处转移到侧面，
小腿外侧采用拉链，大腿外侧内嵌条
形强磁吸垫片，让布料紧密贴合，隐
藏开口。仅需一拉一掀，裤子就能呈
一片式打开。

“膝盖处的省道结构是我们最骄
傲的一处设计。”南通大学服装设计
与 工 程 专 业 2022 级 本 科 生 邢 欣 介
绍，这是一种围绕突出部位进行的三
维立体效果服装处理形式，既可以增
加服装的设计感，也可减少弯曲部位
因面料的拉扯导致的紧绷感。团队成
员用两层布料搭建省道，裤子膝盖处
更耐磨的同时还多出一个小口袋。冬

天，可以在这里装入暖宝，增强下肢
保暖性。

团队还尝试使用多种材料进行混
纺，让无障碍服装材料更加透气抗
菌。“下肢残疾患者通常久坐，容易
导致褥疮和闷痘。”团队队长、南通
大学纺织工程专业 2022 级本科生张
晓桐说。在专业教师指导下，团队利
用天然无毒、有抑菌功能的壳聚糖纱
线材料，结合暖姜纤维、醋酸纤维等
传统纤维材料，研制出坚韧又抗菌的
混纺纱线。

“ 这 是 我 穿 过 的 最 舒 服 的 裤
子 。”“ 谢 谢 同 学 们 ， 你 们 用 心
了！”⋯⋯看到缝制的一件件衣服受
到残障人士的欢迎，团队成员们特
别开心。据统计，团队已走进 33 家
社区、24 家护理机构，累计服务 500
余人，并与 18 家残联达成志愿服务
合作协议。

“无障碍裤装”暖身更暖心

新闻暖暖

（上接第一版）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考生如携

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具
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
入考场，无论使用与否，均将认定为
考试作弊。考试过程中使用手机等
设 备 拍 摄 试 题 、答 题 卡 等 ，通 过
QQ、微信及其他网络平台发布信
息、传播试题及答案，均涉嫌犯罪，
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问：考试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
项？

答：考生作答时要沉着冷静，
规范书写，确保字迹清楚、卷面整
洁。同时按照要求在指定位置正确
填涂信息、在与题号相对应的答题
区域内答题，写在草稿纸上或非题
号对应的答题区域的答案将是无效
的，不得用规定以外的笔和纸答
题，不要在答卷 （答题卡） 上做任
何标记。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立
即停笔并停止答题。切勿将试卷、
答卷 （答题卡） 或草稿纸带出考
场。

问：网上关于高考的信息很
多，如何辨别真伪？

答：请考生和家长认准官方网
站、官方账号，涉高考信息以官方
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类非官方
宣传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

同时，不要相信所谓的“命题
专家”的言论，更不要把宝贵的时
间和精力浪费在所谓的“猜题”和

“押题”上，切勿相信涉及钱财的
相关信息。请考生和家长弘扬正能
量，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
同营造风清气正、温馨和谐的考试
环境，共同维护高考的公平公正。

问：考后应如何查分及获取志
愿填报服务？

答：考后，各省级招生考试机
构均会公布高考成绩发布时间及官
方查询的渠道，请考生和家长关注
相关权威发布信息。

为进一步加强对考生的志愿填
报服务，2025 年，教育部“阳光
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
务系统将优化升级，各省也将建立
完善本地志愿填报服务信息平台和
系统，努力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
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
同时，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
办“2025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
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各地各高
校还将通过宣讲会、咨询会、短视
频、网络直播、电视节目等多种方
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
活动，请考生和家长关注。

考生和家长如还有其他具体问
题，可向当地的招生考试机构及学
校咨询。

近日，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司法局组织青年干
警走进辖区幼儿园，开展“警校同行 平安相伴”主题活
动，指导孩子们认识交通标志，普及交通安全知识，提升出
行安全意识。

▲在盛世侗乡幼儿园，干警在教小朋友交通手势。
◀在盛世侗乡幼儿园，干警在教小朋友认识交通标志。

李尚引 贺颖 摄

守护平安出行

武汉理工大学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武汉理工大学以数“智”赋能为抓手，助力学
校各级党组织一体推进学查改落地见效。

搭建全链条“学习—纪实—分析”矩阵。多渠
道搭建学习载体。依托“网上党校”平台发布深入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网络课程，通过

“组工小喇叭”和专题廉洁短信，点对点推送学习资
料。强化指引督促系统学习。将学习内容纳入各类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计划，每月在线上发布党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党支部组织生活及教职工集体学习
等重点学习内容提示，将关键学习内容纳入线上提示
词条，指导提醒各级党组织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
学。线上纪实深化分析应用。借助“主体责任一张
表”对二级党组织中心组集体学习、教职工理论学习
进行实时记录。依托“理工帜行”智慧党建系统，自动
抓取党支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数据进行全过
程纪实与可视化分析，及时掌握各级基层党组织学习
教育的开展频率、覆盖范围与开展成效。

贯通问题查摆渠道。智能监督明确查摆靶向。
依托“电子监督监察”应用场景，聚焦财务管理、基建
维修、科研经费管理、招标采购、后勤管理、招生招考
六大领域，设置 50 个电子监督监察模型，实现对二级
单位业务开展情况的无感式监督，及时分析研判、发
现和预警违规行为或廉政风险。一线问需收集基层
诉求。通过“主体责任一张表”实时跟踪校院两级领
导干部联系基层、开展调研情况，推动各级领导干部
深入一线，广泛征集师生员工意见建议，促进查摆问
题聚焦基层治理难点和师生关切。深挖细查锚定整
治坐标。认真对照2个问题清单、28个具体问题，将学
校教代会提案、IOC（智能运行中心）接诉即办、财务和
审计监督、信访线索、机关作风监督反馈平台等多种
方式征求的意见建议逐一“过筛子”，查找和梳理问题
表现，确保问题查准、具体表现查清。

强化集中整治工作质效。构建全流程跟踪机
制。创建“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监督任务，以红绿灯时时提醒各级纪检机构适时开展
监督检查，通过“线上”实时追踪、“线下”随机调研

（阅）相结合，强化跟踪指导，确保学查改任务保质保
量完成。提升为基层减负效能。上线运行 AI 服务助
手“智思特”，整合智慧理工大“集中站点”各类业务小
程序，推进中台数据的交换共享，接入 183 个业务系
统、发布数据清单 2400 个，以数字基建保障体系便捷
师生事务办理，深化简政便民。激发高质量发展动
能。依托“党员先锋”模块做好志愿服务线上供需对接、服务记录，推动党员在
推动高质量发展、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和加强基层治理中当先锋作表率。开展教
职工AI应用创意大赛，推动教职工党员以“AI+管理方式创新、服务能力优化”为
核心开发智能化管理工具，高效解决师生服务堵点难点，强化宗旨意识，提高办
事效能。强化调度落实督办推进。将学习教育任务纳入IOC实时调度，与学校
年度重点任务同步督办推进，用“重点任务完成率”等“硬指标”说话，让问题整
改经得住实践检验，推动基层党组织围绕“教育强国、武汉理工何为”，推动事关
学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任务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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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直属高校实干笃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