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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

“作为街道科协兼职副主席，不能兼而不管、兼而
不做，一定要认真履行职责。”蒋莉说。

2020年，渝中区科协实施基层科协改革，要在街
道遴选一批优秀“三长”担任街道科协兼职副主席。
当时，担任第四十二中学校党委书记、副校长的蒋莉，
当选为渝中区大溪沟街道科协兼职副主席。

蒋莉是学校党委书记和分管信息技术和发展规
划的副校长，担任兼职副主席后，深感肩上的责任更
重了。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进学校素质教育
深入实施，促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向纵深发展，在蒋
莉的推动下，学校启动创客教育探索。

“创客教育，就是坚持以学生为本，使学生在创新
实践过程中将学习内容与个人成长、社会需要相结
合，努力提升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蒋莉说。

学校通过开发适合学校创客教育的课程及资源，
创新教学设计的内容及模式，将“基于创造的学习”视
作学生真正需要的学习方式，从而促进创客教育与基
础教育各学科教学的融合。

蒋莉说，“加强创客教育的宣传引导很有必要”。
为此，她充分利用学校网站、微信、校内展板等宣传平
台，加大学校创客教育工作的宣传力度，弘扬创新、创
造精神，营造积极学习、敢于开拓的氛围，推动形成全

校师生竞相支持创客教育的良好局面。
蒋莉十分重视创客教育骨干教师队伍建设。在

她的倡导和支持下，全校在数、理、化、生、政、史、地、
体、音、美及计算机等学科中，精选一批创新意识强、
综合素质高、技术能力好的优秀教师组建创客教育骨
干教师队伍，通过对他们进行知识培训，组织考察学
习，开展创客教育实践活动，提升了这些骨干教师的
理论认识和实践技能，发挥了这些骨干教师在全校创
客教育活动中的引领作用。

“有了骨干教师队伍，还得有经费作保障，才能推
动创客教育走深走实。”蒋莉说。学校加大了创客教
育的投入，建起了创客工作室。同时，投入近50万元

建设创客空间，购买了平板电脑、智能一体机及创客
配件和软件等学习用品，改良了学校多功能教室，建
立功能齐全的创客实验室，配备创客活动必备的足量
的工具和器材，从而满足学生研究和实践的需要。

“为了扩大创客教育的影响力和覆盖面，我们还
加强与其他学校一起开展创客教育。”蒋莉介绍。第
四十二中学校联合第二十九中学校，与科大讯飞等科
技企业合作形成创客教育联合体，共同推进创客教
育，共享创客教育资源。

蒋莉介绍，通过举办各类创客活动，丰富学生的
创客生活体验，为学生搭建了展示的平台，有利于学
生把自己的想法和成果展示出来。

近年来，学校定期举办与创客教育相关的学科活
动。比如，班级文化设计展评、FLASH动画设计作品
展、微视频制作作品展、航模无人机展演等活动，不仅
丰富了学生的课余活动，还提高了学生对创客教育的
兴趣。

在丰富多彩的创客活动中，学生们接触到最新的
科学技术，感受到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的成就感。

在蒋莉和学校师生的努力下，第四十二中学校创
客教育取得可喜成绩，在重庆市第二届青少年创客嘉
年华创客作品现场赛中，3名学生获得中学组一等奖。

蒋莉：探索学校创客教育 提高学生创新素质
通讯员 何仕明

蒋莉，中共党员，重庆市第四十二中学校
党委书记、副校长，重庆市德育先进工作者，重
庆市教育督导先进工作者，渝中区优秀青年，
渝中区“百佳教师”，渝中区优秀党务工作者。
2020年，在渝中区实施科协“三长制”改革中
被选为大溪沟街道科协兼职副主席。

数智化转型过程的道路千万条，可以帮助
企业拓展新的经营思路，改变固有的生产方式，
升级、转型的同时，推动企业创新。

——盘和林
（盘和林，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

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

数据只有流通起来，才能产生价值。
——潘伟杰

（潘伟杰，贵州省数据流通交易服务中心副
主任）

近年来，数字经济成为推动消费升级、稳定
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并不断加深与实体经济
的融合。以5G、AI、物联网、扩展现实等为代表
的数字技术，正在为经济发展和产业变革注入
全新动能与活力。 ——孟樸

（孟樸，高通公司中国区董事长）

1997年出生的刘梦，是湖南省湘潭市雨湖
区窑湾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养老护理员，
今年是她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第5个年头。每
天，刘梦同其他养老护理员一起陪伴百余名老
人，根据不同老人的身体情况、兴趣爱好等，为
老人提供康乐活动、养老护理等服务。她还通
过参加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培训和竞赛，不断提
高养老护理的职业技能水平。图为在湘潭市雨
湖区窑湾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刘梦（右一）
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机的视频拍摄功能。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 摄

合川区大石中学高中物理教师、科协副秘书长丁
顺安，从小就想当一名“科学家”，读高中时就对物理学
科有着浓厚的学习兴趣，后来考入合川师范学校，成为
了一名优秀的物理教师和基层科技工作者。

1989年至1992年期间，丁顺安先后拥有“水乌龟
（热得快）”“长寿命灯泡”等十多项小发明。当时，丁顺
安在一所农村学校教学，为了帮助贫困学生解决因经
济困难失学的问题，他积极联系原重庆灯泡厂，筹划将
研究成果转化成产品，利用灯泡厂生产的半成品灯泡
进行加工，指导学生进行加工、生产以获得盈利。教室
在课余时间成了生产车间，利润全部用于学校解决学
生学习费用，这样持续了几年时间，学生并没有因此而
影响成绩，在毕业考试时，班上有多名学生考上了中
专、中师，部分学生考上了合川中学。

1993年，丁顺安自筹资金建立家庭实验室，卖掉
了家里仅有的“渭沱债券”，购置快速闪光照相机等器
材用于科学研究，绘制400多种研究草案，经过7889
次试验，首次成功研究出了具有推广应用价值的“高效
节能利废日光灯电子变频启动器”（电子镇流器），该项
技术很快应用在节能灯上，还获得了国家专利和奖励。

1993年底，丁顺安创建了合川市群星新技术开发研
究所，自己担任所长。在新技术开发研究所，他研究出了

“高亮度长寿命日光灯管”，申请并获得了国家专利。
1996年，丁顺安调入合川大石中学任教高中物

理。在这20多年的教学工作中，他始终坚持科研助
学，撰写了《牛刀战术》《我对高中物理的认识》等多篇
论文。他把《牛刀战术》中的科研成果用于教学，实现
秒出答案，快乐学物理考高分。他教的学生高考物理
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

近年来，丁顺安义务担任了合川大石中学科创中
心、合川大石小学科技团队带头人，从开阔思路和方法
上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创新能力，取得了明显效果。在
参加合川区第9届科技创新大赛中，大石中学获创造发
明一等奖2个、大石小学获一等奖1个；在科技实践活动
研究报告中，大石中学、大石小学各获一等奖1个，科幻
画中，大石中学获得一等奖、二等奖各1名。

2021年3月，丁顺安指导学生参加重庆市第十届
物理科技论文大赛获得佳绩。初中组包揽了重庆市

“特等奖”2个，高中组获得“特等奖”1个。在重庆市第
36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夺得金牌2项、银牌1项。

丁顺安：当好学生科技创新的带路人
通讯员 张雷蕾

5月19日，黄园刚在展示他和团队
研发的危岩体微小位移监测报警装置。
该设备放置于铁路沿线，全时监控沿线
地质变化情况，保障列车通行安全。

“每个新系统的推广运用都是一个
复杂的过程。只要带着敬畏之心，深入
现场，让产品真正符合现场需要，解决现
场的难点痛点问题，使用者就一定会爱
上它。”黄园刚说。

今年 34 岁的黄园刚是中国铁路成
都局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研究所研发
二部部长、工程师。

黄园刚从2014年进入研究所以来，
深耕铁路信息化建设领域，聚焦铁路安
全生产、改革攻坚等重大课题，主研和参
与完成了安全管理信息系统、基于物联
网技术的危岩落石监测系统、施工一体
化管理暨综合防护系统等 30 余项科研
和信息化项目，为保障西南山区铁路的
安全运行和信息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

黄园刚：在科研所里“守护”列车安全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