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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

张洪明：“扶上马”更“送一程”
新华社记者 李松

“工作中勤于思考，教学中因材施教，善于运用科技
知识来激发学生的学习自信。”这是武隆区职教中心教
职员工对该中心校长陈晓平的评价。

作为“三长”之一的中职学校校长，陈晓平还兼任
武隆区科协副主席。近年来，他在教学中大胆创新，把
科普教育作为学校树立人文精神来抓，在探索科学教育
中收到了明显成效，深受广大学生和家长欢迎。

用科技竞赛培育学生的自信

中职生大多经历过中考失利，在学习上受过挫折，
从而导致一些学生对人生前途感到迷茫。面对这一现
状，如何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学生自信心，是职教中
心的重要任务。

为此，陈晓平以科技教育为抓手，组织学校科技辅
导员引导学生动脑动手，通过参与市、区各种科技竞赛，
激发学生创造力，从而增进了学生自信心。

学生们在科技辅导员的技术指导和心理疏导、长期的
鼓励和陪伴下，在一项项赛事的磨砺与浸润下，养成了认
真、踏实的好习惯，找到了奋斗的方向和力量；在一次次获
奖中拾得自信心，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能行”；在一件
件精致的具有科技含量的作品前，获得满满的成就感。

同时，作为一校之长，陈晓平深知学生只有实战经
验，没有理论支撑是不行的。为此，陈晓平在教师大会
上反复强调要加大理论灌输，在学生集会上多次强调学
习理论的重要性。

近年来，武隆区职教中心先后获得市级奖多项，区
级一等奖2人次，青少年科技创新区长奖1人等。这些

成绩，凝聚了陈晓平的大量心血。

组建科技制作社团宣传科普知识

为了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理论和实践水平，武隆区职
教中心还组建了“科技制作社团”，选拔专业过硬的教师
每周给社团成员上课，吸纳有天赋、爱创作、好发明的同
学进入社团，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通过各种形式的学
习实践不断丰富学生的科学知识，增长学生的想象力、
创新力和实际动手能力。

为此，学校把每年的5月确定为“职业教育活动
周”。在活动周上，把学生制作的与科技有关的小发明
作品进行集中展示，鼓励学生多想、多做、多出成果，同
时激发大家都参与到职教活动中来。比如，展出的“激
光雕刻机”“扫地机器人”“循迹小车”等作品，受到广大
教职员工和学生的赞扬。

在“职业教育活动周”期间，学校还将优秀作品集中
到社区、广场等展出，并让参与制作的学生给群众介绍
小发明的工作原理，更好地发挥大众科普效益。部分优
秀作品在老师的指导下，还成功申请了专利。

“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得有一桶水”，陈晓平深谙这个道
理。学校非常重视给科技辅导员“充电”，鼓励教师参加公
民素质大赛、科普讲解大赛等，提升自己的科普知识水平。

陈晓平说：“重视学生科学技能基本知识和能力的
培养是我的职责，把科普工作做好同样是我的使命。”正
是有这样的职责和使用，陈晓平把科普精神融入到办学
理念之中、融入到学校的方方面面，用科学精神点燃了
学生的信心。

量子计算是这一场新量子革命最具有代
表性的技术，是未来计算技术的心脏。

量子计算将极大促进当前人工智能及其
应用的发展，深刻地改变包括基础教育在内
的众多领域。特别是，借助于量子计算技术，
人类对于微观世界的认识以及宏观世界的探
索将得到极大扩展，从而引发人类思维能力
的根本性提升。 ——段润尧

（段润尧，百度研究院量子计算研究所所长）

一定要有超越意识，不能一味地跟踪国
外的研究，简单地仿制研究，要做出真正有水
平的研究成果。

在科研上不要使巧劲，不要追求短平快
的项目，科学要实在，不要浮夸。选定目标不
要轻易放弃，遇到问题不轻易放弃。

——王泽山
（王泽山，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理工大

学博士生导师、教授）

FAST灵敏度达全球第二大单口径射电
望远镜的2.5倍以上，超强灵敏度使其在射电
瞬变源方面具有重大潜力。FAST有望在短
时间内实现纳赫兹的引力波探测，捕捉到宇
宙大爆炸时期的原初引力波，为研究宇宙大
爆炸原初时刻的物理过程提供数据支撑。同
时它还有能力将我国深空探测及通信能力延
伸至太阳系边缘，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常进
（常进，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天文台台长）

通过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我国在强流
质子加速器、靶站、中子散射技术等领域取得
了重大跨越式进展，设备国产化率超过
90%。中国散裂中子源就像“超级显微镜”，
是研究物质材料微观结构的理想探针。

——陈和生
（陈和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散裂中

子源工程指挥部总指挥）

提升技术、降低成本是光伏发电行业长
期努力的方向，而政策机制应推动技术和经
济竞争力的提升。消纳保障机制、消纳空间、
光伏发电多大程度参与电力市场以及参与的
方式，将会主要决定新增市场规模及在各地
区的分布。 ——时璟丽

（时璟丽，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可
再生能源中心研究员）

“最近一段时间，家里有哪些收入？生活上还有
啥困难？”每周，重庆彭水县乔梓乡金光村驻村第一书
记张洪明都会带上笔记本，到脱贫户家里坐一坐、聊
一聊。

笔记本里仔细记着群众的所思所盼：“脱贫户何
小梅刚搬进新房，但吃水还有困难，村里要协调牵饮
水管线的事情。”“赵昌文的母亲前段时间严重摔伤，
医疗保险兜底报销的事得抓紧。”……

地处武陵山区的彭水县今年年初摘掉了国家级
贫困县的帽子，全县2.8万多户贫困户自此告别绝对
贫困。彭水县委书记钱建超介绍，县里坚持摘帽不摘
帮扶、不摘责任的要求，对“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动态清零的工作一直没断过。

“摸准家家户户情况，就是为了不漏掉一个困难
群众。”张洪明介绍，在第一时间排查群众新出现的

“两不愁三保障”问题，保证一般性问题“不出村”；村
里解决不了的，及时上报，由县里、乡镇调度项目、资
金和帮扶力量予以解决。

这其中，有一定返贫风险的603户脱贫不稳定
户，是当前彭水县帮扶的重点人群。“要帮助脱贫不稳
定户不返贫，尤其需要稳就业、稳收入。”绍庆街道天
台村驻村第一书记叶彪告诉记者，村里结合脱贫不稳
定户不同的家庭情况、身体状况，有针对性地开发就
业岗位，保证帮扶措施精准到位。

这几年，天台村农村电商平台搞得红红火火，土
货市场销路正逐渐打开。村里便为患有疾病、干不得
重体力活的脱贫不稳定户张正合“量身定制”了一个
工作岗位——土货采购员。

收购一只土鸡、土鸭，能赚5块钱劳务费；购到一
颗鸡蛋，能赚1毛钱……张正合说：“我每天走村串户
收土货，越干越起劲，因为能天天见现钱，有实实在在
的回报。”

除了一家一户落实具体帮扶方案，彭水县建机
制、稳脱贫的手段还有不少：

围绕农业产业链，建立脱贫户与产业大户间更紧
密的利益联结关系，实现“抱团”发展。今年以来，彭

水县发展了200多名“产业村长”，这些人接过聘书，
明确了任务，负起带动脱贫户稳定增收的责任。

在三义乡莲花村，“产业村长”侯春均建起了羊肚
菌种植基地，还同乡政府协商，把部分产业扶贫资金
折股量化给村集体和农民。“靠着股权合作，基地已实
现了分红，村集体和农民股权收益一年有3万多元。”
侯春均说。

以壮大集体经济组织为重点，持续增强村集体脱
贫带动力。在绍庆街道天台村，村集体经济组织不仅
发展起了鹰嘴蜜桃等高附加值农业项目，还组建了村
级劳务队，承揽乡村建设工程，进一步拓宽脱贫户增
收门路。

在天台村一处机器轰鸣的村道修建现场，记者看
到村民们正抓紧对工程进行收尾。“我们村级劳务队
中有10多人是脱贫户，从乡村路灯安装、庭院美化，到
山坪塘整治、道路修建，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每天收
入少说也有一两百元，稳定脱贫没有问题。”叶彪告诉
记者。

在新疆岳普湖县海
水稻种植基地内，生产
队长张立山（左）向测产
专 家 组 成 员 张 玉 烛
（右）介绍水稻种植情
况。近日，由袁隆平海
水稻科研团队研发的
耐盐碱水稻（海水稻）
在新疆岳普湖县公开测
产。经测产专家组评
定，最终理论亩产结果
为548.53公斤/亩。

测产田块位于新疆
喀什地区岳普湖县巴依
阿瓦提乡，紧邻塔克拉
玛干沙漠西缘，属重度
盐碱土地。
新华社记者 高晗 摄

陈晓平：点燃学生自信的火种
本报通讯员 郑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