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我一直鼓励年轻科学
家进入新的领域 ，那里人少 ，
即 使 有 朋 友 从 事 同 一 领 域 ，
也不会有研究 ‘撞车 ’带来的
尴尬”

■ “没有健康的身体，肯
定没办法胜任科研漫长而辛
苦的劳动，所以我一直希望学
生注意锻炼，有强壮的体魄”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去年全国受助学生超九千万人次
国家资助资金连续 10 年高速增长

本报讯 （记者樊丽萍） 教育部昨

天发布的 《2016 年中国学生资助发展

报 告 》 （以 下 简 称 《报 告 》 ） 披 露 ，
2016 年 ， 全国累计资助学前教育 （幼

儿）、 义务教育、 中职学校、 普通高中

和普通高校学生 9126.14 万人次 （不包

括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和免费教科书、
营养膳食补助）， 增幅 7.6%； 累计资助

金额 1688.76 亿元增幅 8.24%。 自 2007
年我国着力构建国家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以来， 资助资金连续 10 年保持高速增

长 。 2017 年将继续以 “不让一个学生

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为总体目标，
大力推进精准资助和资助育人两项重点

工作， 切实提升学生资助水平。
《报告 》 显示 ， 2016 年学生资助

资 金 中 ， 财 政 投 入 共 计 1109.18 亿 元

（不含免费教科书和营养膳食补助）， 增

幅 5.45%。 全 年 共 发 放 国 家 助 学 贷 款

263 亿元， 比 2015 年增加 43.35 亿元，
增 幅 19.72% 。 另 外 ， 2016 年 秋 季 学

期， 通过 “绿色通道” 入学的本、 专科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119.96 万人 ， 占当

年本、 专科新生总人数的 15.58%。
在义务教育 学 生 资 助 方 面 ， 《报

告 》 数据显示 ， 2016 年 ， 全国约 1.28
亿 学 生 享 受 国 家 免 费 教 科 书 政 策 ，
6827.09 万学生享受地方免费教科书政

策， 1563.83 万学生享受到家庭经济困

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政策。 中央及地方

各级财政共计投入国家免费教科书资金

约 167.40 亿元 （含学生字典工具书采

购资金），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

补助资金 165.11 亿元。
教育部财务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去

年 8 月底， 财政部、 教育部联合印发通

知， 在全国实施了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学

生免学费政策， 免除公办普通高中建档

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及非建档立

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 农村低保

家庭学生、 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的学

杂费。 民办学校按照当地同类型公办普

通高中免除学杂费标准给予补 助 。 目

前， 全国各省份都已制定了具体实施办

法。 有 16 个省份还自行制定出台了专

门针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政

策文件， 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织密

织牢了上学兜底网。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田祖荫

特别提醒大学生， 诈骗分子往往会在新

学期的开学前后 ， 打着关心学 生 的 旗

号， 以发奖学金、 捐助学金的名义， 引

诱学生上当受骗。 “天上不会掉馅饼，
请千万不要相信 ‘贷款不用还’ ‘手续

超简便’ 之类的谎言。” 目前， 只要上

学有经济困难， 国家都会提供适当的帮

助 ， 入学前 、 入学时 、 入学后 都 不 用

愁。 有困难有疑问时， 可找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 找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和学校；
申请助学贷款时， 要找国家开发银行和

中国银行等， 千万不要相信那些无中生

有的 “网上银行” “微信银行”。

培养“文物医生”填补人才缺口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成立“文物保护与修复学院”

本报讯 （见习记者朱颖婕 首席记

者樊丽萍）一部呈现故宫“文物医生”日

常工作的纪录片 《我在故宫修文物》，挑
起了很多人对这一神秘职业的兴趣和向

往。 昨天，全国高校首家“文物保护与修

复学院”在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成立。
记者获悉，该学院在现有“油画保护

与修复”“陶瓷保护与修复”“纸本保护与

修复”三个本科专业的基础上，未来还将

适时设立金属 （青铜器 ）、古家具 、古建

筑、壁画和纺织品修复等新的专业方向。
文物修复是一门 “上手攒经验”的

活，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文物修复师，除了

数年的理论知识积累， 还要有大量的实

践认识。数据显示，我国已公布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4296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 8831 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58371
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19 座，中国历史

文化名镇名村 528 座。 全国 3000 万件

（套）馆藏文物，半数以上需要修复，而每

次出土的文物，80%左右存在缺损。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专业保护

与修复人才的稀缺。目前，全国文化遗产

行业从业人员约为 11 万人，即便全员上

岗，按每人年均修复 50 件计，也至少需

要 150 年。
不少业内人士指出， 文物修复行业

目前存在学历层次整体偏低、专业技术力

量不足、专业知识更新缓慢、队伍素养和

业务能力薄弱等问题，亟待提升、改善。
据了解， 为满足国家文物保护与修

复人才的发展需要，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自 2008 年起在美术学院开办了油画修

复、陶瓷修复和纸本修复三个相关专业，
每个专业每届招收 15 人左右，截至目前

已招收了 9 届学生，毕业人数为 152 人，
其中 27%的毕业生分布在全国文 博 行

业就业，还有很多学生选择去意大利、日
本等国家继续深造。

去年 4 月，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陶瓷

修复专业的 12 名学生在海上丝绸之路

博物馆开展为期 18 天的文物修复课程，
而他们的“实习作品”就是迄今为止中国

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

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南海Ⅰ号”的
出水瓷器。 “南海Ⅰ号”整船文物需要修

复的大概有 6 万件， 而每件文物的修复

周期平均为三个月至一年。 此次研究性

修复， 既加强了学生对国家文物保护政

策的深入认知， 又强化了学生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能力。
据悉，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全新成立

的“文物保护与修复学院”，今年将面向

全国招收 45 名本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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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科学精英再现索尔维盛会
筹建中的李政道研究所致力于创造一流研究环境和氛围

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 筹建中的李

政道研究所将于 3 到 5 年内在 张 江 建

成， 这个占地 10 万平方米， 实验室面

积 2 万平方米的研究机构将吸引 600 名

科学家在这里学习、 工作、 生活， 其中

包括 10 余名诺奖级科学家。 这是记者

昨天获悉的消息。
目前， 研究所正在全球寻觅首任所

长。 同时， 研究所已经向全球招聘了数

名青年学者， 他们被授予李政道青年学

者的称号， 而招聘来的顶级科学家被授

予李政道资深学者称号。
而一场由研究所发起的高端研讨会

也正在筹划中， 预计今年年底召开。 届

时将有千余名世界级科学家汇聚上海，
研讨会有望比肩曾汇聚过居里夫人、 爱

因斯坦、 普朗克等科学巨匠的第五届索

尔维会议。
据介绍， 李政道研究所将参照国际

成功经验， 通过顶层设计与体制机制创

新， 为全球顶级科学家和青年科学家创

造世界一流的研究环境和氛围。 这里将

成为世界级的科学服务平台， 推动中国

基础科学的前沿研究走向世界。
筹建中的李 政 道 研 究 所 的 头 等 大

事， 就是在全球顶级科学家中物色首任

所长 。 李政道研究所资深教授 季 向 东

称， 理想中的所长必须年富力强， 能够

领导一家科研院所不断突破； 要在国际

上享有较高声望， 最好是某一方面的学

界领袖； 第三是要认同李政道研究所的

理念。
李政道研究所目前锁定了三大研究

方向： 一是天文、 二是高能物理、 三是

量子物理， 而在这些方向中涉及的引力

波、 暗物质、 中微子、 量子通信等， 是

当前国际主流的基础物理问题。
交流 、 特 别 是 顶 级 科 学 家 之 间 的

交流 ， 是碰撞出学术火花的大 概 率 事

件。 对于研究基础物理的科学家来说，
给他们一间办公室 ， 以及让他 们 和 很

多不同的科学家聊天 ， 就是产 生 学 术

成果的方式 。 为了让科学家能 够 充 分

交流 、 合作 ， 而不是参加完一 场 会 议

就走 ， 李政道研究所计划每年 都 将 举

办一系列持续时间长达 1 到 2 个 月 的

科学研讨会。
规划中的李政道研究所就留出 2 万

平方米的实验场地， 其中不乏量子研究

室、 大型加速器等实验设施， 而许多科

学家需要在极地 、 深海取得的 观 测 数

据， 在我国也能给予支持。

多点勇气，去突破导师的研究领域
201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斯托达特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提醒中国年轻科学家———

“中国的年轻科学家应该更有勇

气， 抛弃导师所从事的领域， 开创自

己的方向 。” 昨天 ， 2016 年诺贝尔化

学奖得主、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詹姆斯·
弗雷泽·斯托达特在复旦大学接受本报

记者独家专访时说， 中国的科研支持

稳定、 目标聚焦， 在未来科学领域有

着巨大的引领潜力。 目前中国科学家

最需要的就是认识自我， 拥有更独立

的研究经历， “不要再在导师的领域

附近小打小闹了！”

年轻人应有勇气抛弃导
师的领域

74 岁的斯托达特在披头士 《当我

六十四岁时》的音乐中，打开他简短的

PPT，回顾他从出生到得诺奖的人生。
将 一 个 分 子 环 穿 到 一 个 分 子 轴

上，并发现环可以沿着轴移动。 正是基

于这个发现， 他开发出了一个分子电

梯、 一种分子肌肉和基于分子的计算

机芯片。 也因为这些工作，他得到了诺

贝尔化学奖。
然而，即使时至今日，分子机器还

处于刚刚起步、 离实用距离遥远的阶

段，甚至还有很多人质疑“这玩意儿到

底有什么用？ ”斯托达特说：“今天的分

子机器就相当于百年前的莱特兄弟刚

发明的飞机一样，未来必将改变人类的

生活。 ”

近几年， 从事分子机器研究的学

者越来越多， 这个领域正在逐渐变得

热门。 目前，它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

何模拟人体的状态， 设计出可以用能

量驱动的分子机器———如果这点可以

突破， 那么分子机器将会进入加速度

发展的时代。
斯托达特回想起自己刚开始进入

时的分子机器领域，那真是一片空旷的

疆域：他去过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

牙、日本等七八个国家，每个国家都只

有一两个人认识到他工作的重要性。
“所以，我一直鼓励年轻科学家进

入新的领域，那里人少，即使有朋友从

事同一领域，也不会有研究‘撞车’带来

的尴尬。”斯托达特说。他尤其鼓励中国

的年轻科学家抛弃导师的领域，开创自

己的研究道路。 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对

科研的投入十分稳定，聚焦目标又十分

明确，在美国、欧洲的科研政策前景不

明朗的当下，对全球科学家都具有很大

的吸引力，而这种勇气正是科研中最需

要的。
然而， 没有一种开拓是凭空发生

的，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与不同的人

交流，“跳出盒子外思考”非常重要。 从

超分子进入分子机器领域，斯托达特自

己就深有体会。 1987 年，超分子获得了

诺贝尔奖，而他正好从学术界进入工业

界，与工程师交流三年后，他明白了“简
单是最重要的”的道理，从而改换研究

思路，开始钻研分子机器。

做科研要有“马、大象和
蜜蜂”的品质

斯托达特表示， 自己招收学生并

没有特别固定的条条框框， 但希望学

生具有三种品质———像马一样健康有

力， 像大象一样 “皮厚”， 像蜜蜂一样

勤奋。
“没 有 健 康 的 身 体 ， 肯 定 没 办 法

胜任科研漫长而辛苦的劳动 ，所 以 我

一直希望学生注意锻炼 ，有强 壮 的 体

魄 。 ”斯托达特认为 ，这是最基本的条

件 。 而像大象一样 “皮厚 ”则是要求学

生 能 够 忍 耐 批 评 、 受 得 住 失 败 的 打

击 ，有坚韧的个性 。 很明显 ， 越 是 开

创 性 的 工 作 ， 遇 到 的 困 难 越 多 ， 任

何 推 进 都 要 经 得 起 同 行 的 质 疑 和 检

验 ， 没 有 这 样 的 心 理 素 质 ， 自 然 无

法 承 担 起 开 辟 全 新 领 域 的 重 任 。 最

后 才 是 如 蜜 蜂 般 勤 奋 ， 每 天 不 松 懈

地 工 作 ， 也 是 优 秀 科 学 家 必 备 的 素

质之一 。

右图 :斯托达特在认真倾听复

旦学生提问。 （刘畅供图）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成长最好的向导
结合自己与篮球的缘分，姚明在宋庆龄讲坛开讲———

昨天， 宋庆龄讲坛在上海宋庆龄学

校启动。作为首位开讲嘉宾，中国篮协主

席姚明来到上海宋庆龄学校， 用自己与

篮球的缘分为例， 为孩子们讲述兴趣对

于人生的意义———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是成长最好的向导。

“请问大家的兴趣是什么？ 每天为

了坚持兴趣爱好要花费多久时间、 觉得

时间过得快吗？” 演讲还未开始，姚明先

向宋庆龄学校的学生们抛出几个问题。
获得的答案都很童真：“我喜欢弹吉他，
每天练习一个小时， 我觉得时间过得飞

快。”“我不喜欢弹钢琴。每天妈妈让我弹

一小时，感觉像一天那么长。 ”
篮球界的小巨人是不是天生就对篮

球无比热爱？恐怕答案会让很多人意外。
“一开始我并不喜欢打篮球。 ”姚明

说，他从 9 岁开始打篮球，在起初的七八

年时间里， 每天训练几个小时不过是因

为“随波逐流”。 直到 18 岁左右，他才真

正开始对篮球产生兴趣。“当你全身心投

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中时， 会发现时间

过得很快。 ”
他这样来描述对于篮球的喜爱：“我

觉得自己就是球场的一部分。篮球场上，
听着球鞋摩擦地板的声音、 篮球撞击篮

板的声音， 甚至跑动时听到风从耳边呼

啸而过的声音，都是一种享受。 ”
如何改变态度， 来面对生活中或者

学习中那些不喜欢、但又必须去做的事？
姚明建议说， 可以放开心去理解和

感受。 不要总是站在对立面来看待这些

事情，否则总会觉得时间会变得漫长。
想要培养一种兴趣 ， 姚 明 自 有 方

法———跟伙伴一同研究、 学习并参与其

中。 在他看来，在与同伴分享的过程中能

学会聆听和感受，了解到对于同一事物会

有不同角度的观察理解，“或许，其中的某

个角度就会引领我们走向兴趣之门”。
姚明引用梁启超名言“吾生平做事，

就凭兴趣二字” 告诉孩子们：“让兴趣引

导你的人生选择，不会后悔。 ”
姚明作为宋庆龄讲坛的首位开讲嘉宾， 在上海宋庆龄学校与孩子们分享 “兴

趣是最好的老师”。 董峻摄

■本报记者 张鹏
儿科医院首开“疑难罕见病门诊”

上海部分罕见病的筛查网络逐步建立

本报讯 （记者陈青） 近日， 复旦大

学附属儿科医院继建立国内首 个 儿 科

“诊断不明疾病中心” 之后， 又成立了

国内首个儿童 “疑难罕见病诊治中心”，
同时开设首个 “疑难罕见病门诊”， 以

系统评估罕见病患儿病情， 帮助孩子得

到全流程的一体化医疗管理。
据介绍， 上世纪 80 年代， 本市在

全国率先全覆盖开展苯丙酮尿症新生儿

筛查 ， 2007 年又对先天性肾上腺皮质

增生症和葡萄糖 6-磷酸脱氢酶缺乏症

进行全覆盖筛查， 为罕见病儿童的早发

现 、 早诊断 、 早 治 疗 提 供 保 障 。 2011
年， 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及

其相关附属医院重点对法布雷病、 高氨

血症等 10 种可防可治的罕见病展开流

行病学研究及临床诊治规范研究， 建立

了筛查和检测方法 。 2015 年 ， 本市对

平山病、 原发性肥大性骨关节病、 白塞

病等 3 种罕见病开展联合攻关， 探索治

疗新方法和新技术。 截至目前， 本市已

逐步建立部分罕见病的筛查网络。
此外， 上海还建立了多渠道的罕见

病诊治保障机制。 目前， 除少部分罕见

病的有效治疗药品 （如治疗戈谢氏病的

药品）， 本市罕见病治疗性诊疗项目和

绝大部分药品均已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

围。 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市慈善基金

会对 0 至 18 岁本市户籍苯丙酮尿症患

儿每月补助 500 元 ， 用 于 购 买 特 殊 奶

粉 。 2011 年 ， 本市将罕见病特异性药

物 纳 入 少 儿 住 院 互 助 基 金 支 付 范 围 ；
2012 年起 ， 对戈谢病 、 法布雷病 、 庞

贝病、 黏多糖贮积症等 4 种罕见病儿童

每年给予不超过 20 万元的救助。 2014
年成立上海市罕见病防治基金会。

大画家的画，孩子妈妈看懂了
(上接第一版)

当初， 冯远、 罗中立、 韩书力、 施

大畏、 奚阿兴、 韩硕、 朱新昌、 马小娟

等著名画家要画 “小人画” 的消息传出

时， 外界赞赏大师们精神可嘉。 但也有

人担心， 大画家的画， 孩子们能懂吗？
碰上年幼的娃娃， 给他们讲绘本的妈妈

能 看 懂 吗 ？ 如 今 ， 信 息 逐 渐 反 馈 回

来———“上 古 神 话 人 物 名 多 有 生 僻 字 ，
最好加上拼音标注。” “画面里有许多

丰富有趣的小细节， 陪孩子读的时候一

定别错过。” “不知为什么， 看女娲骑

乘在巨鳌背上， 竟有种 ‘四海八荒’ 惟

余莽莽的苍凉之感……” 回 复 越 是 五

花八门 ， 创作者越是心安 。 孩 子 妈 妈

看懂了， 孩子也能懂。 孩子在看什么，
孩子家长便随之关注什么 。 能 从 当 代

家庭结构中找到切入口 ， 这套 讲 述 中

华创世神话的连环画绘本便有 了 生 根

发芽的起点。

童趣是绘本生根发芽的
第一落点

与编辑们一 同 走 进 小 学 的 ， 还 有

73 岁的奚阿兴 ， 满头银发的画家带着

原画稿 “请小朋友来做评判”。
孩子爱看什么？ “葫芦船！” 叽叽

喳喳的回复里， 这个答案颇为集中。 小

学两年级的吴嘉颖趴在画作前点数， 赞

叹这神奇的葫芦瓢 “能装下我们早上升

旗仪式的人”； 五年级的张辰扬若有所

思 ， “葫芦船能抵挡巨浪 ， 还 不 怕 烈

焰， 好像诺亚方舟”。 奚阿兴听了不无

感慨： “让孩子们尽早接触中华神话，
而非只知西方神话， 这是我们创作的初

衷呀。”
事实上 ， 当 这 套 连 环 画 所 包 含 的

30 个故事书目在朋友圈扩散时 ， 家长

的第一反应都是 “终于等到你”。 他们

有相似经历： 想给孩子看些关于中华传

统神话故事的绘 本 ， 苦 于 难 觅 系 统 成

书 。 现在 ， 不仅 “盘古开天 ” “羲 娲

创世 ” 这些耳熟能详的篇章被 成 体 系

地汇编到一起 ， 连 “伶伦制乐 ” 这 样

的冷门故事也收录其中 ， 家长 们 直 呼

“长知识 ”。 如果说 ， 孩子们的第一落

点 在 于 童 趣 ， 比 如 葫 芦 船 、 五 彩 石 、
双眼长在同一侧的鱼， 那么家长们在自

己增长知识的同时加以引导， 中华神话

里的洪水、 五行、 比目鱼神兽便如同一

把把钥匙， 带孩子们走进恢弘的中华神

话谱系。
收集样本意见的现场， 有位家长给

孩子讲起了神话绘本。 这位父亲挑了本

《伯鲧献身》 绘声绘色道： “我们都知

道大禹治水的故事， 今天就来讲讲大禹

的爸爸鲧， 他也是位治水英雄。” 这一

幕印证了此前专家的预测。 早在 《开天

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工程》
启动之初， 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孙颙

就告诉记者， “世上几乎所有的创世神

话都提及人类早期的洪荒时代。 西方神

话面对洪水有诺亚方舟 ， 那是 一 种 逃

避。 而中华神话的洪水时代有鲧和大禹

父子积极治水。 从英雄主义看， 他们舍

小己为天下， 具有献身精神； 从智慧进

阶看， 鲧治水用堵， 大禹治水用疏， 这

符合科学规律。 若我们的孩子能知其来

路， 潜移默化中， 中华神话的文化价值

在闪光。”

每一页都意味深长， 画家
用笔让孩子亲近中国动漫学派

“家长们在给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选

绘本时会有不同考量。 有些希望启发孩

子的想象力， 有些注重培养审美趣味，
也有家长把多认字视为选项。” 方漩是

建襄小学书画社的负责老师， 自身也是

一位 10 多岁孩子的家长 。 在她 看 来 ，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 这套绘

本每一页都意味深长， “是大画家蹲下

身来， 用画笔在跟孩子交流， 让孩子们

从小就能亲近中国的动漫学派”。
小学五年级的李嘉凌对着 《伏羲创

八卦》 的最后一页看了许久。 画面上，
青、 蓝、 棕、 黑四色交错， 巨人的脚印

沿着密林往深 处 延 展 。 该 图 配 文———
“‘你们要记住天地间的至理：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

载物。’ 天神庄严的声音在六合间回响。
太昊伏羲挽起女娲， 少昊挚紧随其后，
带领人们向高山丛林走去。” 李嘉凌说，
配图的文字她似懂非懂， 但这幅画， 她

看出了静谧又高深莫测的意味。 方漩认

为， 以往学画的孩子只能从美术馆或者

美术教材上零散几幅画作里看见画家手

笔， “现在， 那么多画家集体创作同一

套绘本， 不仅把中华创世神话普及给孩

子， 更是把美学教育移植到了日常阅读

之中”， 孩子们能触摸到的， 既有画家

的个人风格 ， 还有蕴藏其中的 中 国 美

学、 中国意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