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上海市园丁奖”颁奖
至今已评出 14 届，获奖教师累计达近两万人次

本报讯 （记者张鹏） 在第 33 个教

师 节 来 临 之 际 ， 2017 年 “上 海 市 园 丁

奖” 昨天颁奖， 1090 名获奖教师成为又

一批讲台上的新星。
2017 年 “上海市园丁奖” 的评选范

围覆盖普通中小学校、 幼儿园、 中等职

业 学 校 、 特 殊 教 育 学 校 、 教 师 进 修 院

校、 校外教育机构、 市教委直属教育单

位等。 评选充分体现了向教育教学一线

教 师 、 青 年 教 师 、 乡 村 教 师 倾 斜 的 原

则。 比如， 今年的千余名获奖者中， 学

校行政管理人员占比不到 15%， 35 岁以

下青年教师占比约 15%。
“上海市园丁奖” 设立于 1988 年，

至今已评出 14 届 ， 获奖教师累计达近

两万人次。 如今， “上海市园丁奖” 已

成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促进教育全面

发展的平台。

■本报记者 姜澎

执教 20年，“爱玩”却难通融
他不许学生在他课上混学分，“即便评教时给我打零分，我也不会降低要求”

已经整整 20 年了 ， 上海交通大

学 教 授 王 浩 伟 每 周 上 课 前 仍 会 失 眠 。
这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 上海

交大生态与材料研究所所长 ， 获得过

众多科研和教学荣誉 ， 可每次上课都

和第一次上讲台一样神经紧张 ， “材

料 学 的 原 理 说 白 了 就 是 打 铁 、 翻 砂 ，
要让学生喜欢上自己所学 ， 不花心思

怎么行？”
王浩伟 1997 年回国后， 就开始为

材料学院的本科生上基础课 ， 一上就

是 20 年 。 上 过 他 课 的 学 生 都 知 道 ，
“王老师的课好玩 ”； 他的同事也都知

道 ， 不论对谁 ， 王浩伟提意见时都会

不留情面。

“生活中的小事 ”囊括高
深科学原理

“夏天吃冰棍， 哪部分最甜？” 这

是今年上海交大 《材料加工原理 》 课

期末考试的压轴大题 ， 出题人正是王

浩伟 。 “这道看起来 ‘莫名其妙 ’ 的

题目和材料科学关系大着呢 。 一根冰

棍里 ， 最甜的肯定是糖分浓度最高的

那截 ， 这得用传热与润湿 、 结晶形核

与生长 、 凝固过程中的溶质再分配等

大量材料学基础知识 ， 进行综合计算

和分析 ， 基本功不扎实 ， 肯定做不出

来。” 一名本科生表示， 刚看到这道题

时 ， 确实懵了一阵 ， 不过他很快意识

到， 这正是王浩伟的风格———“爱玩”。
王浩伟不仅出题有趣 ， 讲课也爱

“抖包袱 ”， 最擅长给枯燥的原理加一

层有趣的 “包装”： 下雨天， 调皮的小

孩撑伞时一转 ， 水滴四散开 ， 这里面

就 有 凝 固 原 理 和 力 学 原 理 ； 泡 茶 时 ，
为什么上面的茶味淡， 下面的茶味浓，
每口茶的成分一样吗 ？ 这是表面吸附

的问题 ， 也是界面问题 ； 零度的水能

结冰吗 ？ 结冰的过程又是怎样 ？ 这既

是热力学问题 ， 也是形核问题……在

王 浩 伟 看 来 ， 讲 课 和 说 相 声 差 不 多 ，
每节课至少得抖一个 “大包袱”， 这样

学生才能记得住、 学得进。
于是在他的课堂上， 小孩吹泡泡、

甩泥巴， 都能和材料学原理扯上关系。
王浩伟常说： “教材总 是 从 理 论 到 理

论 ， 其 中 的 枯 燥 ， 会 让 学 生 望 而 却

步 。 而科学原理终究是要用来解决实

际问题的 ， ‘生活中的小事 ’ 足以囊

括一本教科书中的原理。” 而在学生们

眼 中 ， “上 王 老 师 的 课 就 像 打 怪 升

级 ， 每每解决一道生活问题 ， 犹如胜

利通关。”

难通融的倔脾气，让学生
和同事服气

“爱玩”， 只是王浩伟的一面。 很

多时候， 学生们 “怕” 他， 大家知道，
王老师也有很难通融的时候。

王浩伟对学生有过 “约法三章 ”：
上课可以不来 ， 但不允许迟到 ； 可以

不听课， 但不能影响别人； 可以睡觉，
但不许打呼噜 。 因为 ， “大学生是成

年人， 做任何事情都意味着一种选择，
只是这种选择不能影响到别人 ， 且必

须自己承担责任。”
第 一 节 课 ， 他 就 会 对 学 生 承 诺

“绝不点名 ”， 因为 “靠点名把学生留

住， 不算本事”。 但他也会坦白告诉学

生 ， 上 他 的 课 ， 想 混 学 分 ， 不 可 能 ，
因为 “即便评教时给我打零分 ， 我也

不会降低要求”。
王浩伟说 ， 老师的一言一行对学

生来说都是教育 。 “为什么一边是一

些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 一边是我们的

工厂总是缺少高水平的工程师 ？ 就是

因为学生的专业素养不行。” 他认 为 ，
素质教育应该是在专业教育的过程中

体现的。
20 年来， 王浩伟从来都是充满激

情地站着讲课 ， 唯一一次例外是心脏

病发作， 即便如此他吞下速效救心丸，
坐下来休息片刻之后， 重又站了起来。
王浩伟就是这么执拗 ， 他说 ： “老师

对 学 生 的 影 响 是 全 方 位 的 ， 除 了 上

课 ， 还有言行 ， 上课时敬业的态度是

对学生无声的影响 ， 也是素质教育的

一部分。”
为保证材料学院本科生九门专业

必修课的质量 ， 他力主全院招标 ， 任

何 老 师 都 可 以 来 竞 标 上 课 。 答 辩 时 ，

老师们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 ： “如果

是你的孩子在上这门课 ， 你打算怎么

上， 给他讲什么？” 有老师私下问王浩

伟： “这么干， 不担心得罪人吗？” 王

浩伟说 ： “又不是为了我自己 ， 当老

师的应该都能理解 ， 而且上课对老师

来说， 本就是一种修炼。”

对学生的无私和严厉都
来自师承

王浩伟说 ， 自己对讲台和学生的

爱， 都是师承导师周尧和先生的传统。
年近九旬的中科院院士周尧和曾担任

国际铸造学会主席 ， 一生最得意的事

情就是培养年轻人 。 “先让学生们有

兴趣 ， 再启发如何运用 ， 周先生当年

就是这样培养我们的。” 王浩伟说。
事 实 上 ， 老 师 之 于 学 生 的 意 义 ，

就是言传身教 。 王浩伟告诉记者 ， 生

活中的周先生和蔼可亲 ， “读研究生

时 ， 他就像父亲一样关心我们 ， 但在

科研上 ， 他的要求极其严格 、 几近残

酷， 当时我们感觉是比 18 层地狱还要

再下面的那种残酷。”
印象最深的是 ， 那一年 ， 王浩伟

将改了几遍的博士论文初稿小心翼翼

地交给周先生 ， 结果周先生看了两天

后说 ： “这能算是博士论文 ？ 拿回去

重写！” 于是， 他回去又修改了近半年

再送过去 ， 周先生看完后说 ： “再仔

细检查七遍 ， 因为根据科学研究 ， 认

真检查七遍后发生错误的概率就很小

了。” 要知道， 用错标点符号在周先生

那里都是不可容忍的大错 ， “如果没

有他这么严格的要求 ， 我不可能在材

料工程领域打下这么坚实的基础。” 对

于恩师的严格， 王浩伟至今心怀感激。
如 今 ， 在 王 浩 伟 这 里 ， “老 板 ”

这个词是绝不能叫 。 “学生是来跟着

我学东西的 ， 不是来打工的 。 教学和

科研绝不能掺杂其他东西。” 他要求自

己带的博士生论文选题 “立得高”， 做

前人没做过的事还不够 ， 必须得瞄准

国家和社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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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 一 度 的 教 师 节 又 将

到 来 ， 每 年 的 这 一 天 ， 是 与

教 师 相 关 的 各 种 新 闻 最 密 集

的 时 候 。 但 在 平 时 的 364 天

中 ， 更 多 的 老 师 默 默 坚 守 在

教 学 一 线 ， 用 心 做 一 辈 子 老

师 。 这 些 人 中 ， 有 的 已 经 荣

誉 等 身 ， 有 的 已 成 学 术 “大

牛”， 可对他们来说， 把自己

的 所 知 传 授 给 学 生 ， 用 自 己

的 学 养 引 领 年 轻 人 成 长 ，
“一辈子做老师 ”， 才 是 他 们

最钟爱的事业。
王浩伟 （左）、 周尧和 （中） 与学生在一起讨论问题。

（上海交大供图）

“旅行”的意义将被永远铭记

40年前“旅行者号”发射升空，如今这对“孪生”飞船仍在传回
信息，不断拓展着太空物理疆域和人类认知疆域

40 年前离开地球， 不断抵达着

人 类 飞 行 器 所 能 到 达 的 最 远 地 方 ，
“旅行者号 ” 如今已与地球隔着一个

太阳系的距离。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零

时 30 分 ， 美 国 国 家 航 空 航 天 局

（NASA） 为 这 位 太 空 中 的 “地 球 使

者 ” 举行 40 周岁生日派对 ， 送上飞

越太阳系的生日祝福。
1977 年 9 月 5 日 ， “旅 行 者 1

号” 启程， 相比 “旅行者 2 号” 晚了

十几天。 这对 “孪生” 飞船， 踏上不

同 路 线 ， 造 访 了 木 星 、 土 星 、 天 王

星、 海王星及其一众卫星， 还飞越日

球层顶， 进入恒星际空间。 至今， 星

辰 大 海 的 征 途 未 完 待 续 ， “旅 行 者

号” 不断拓展着太空物理疆域和人类

认知疆域。
天文学家、 著名科普作家卞毓麟

说， 人类今后必定会派出更先进的探

测器飞向太空深处， 它们将会比 “旅

行 者 1 号 ” 获 得 更 为 丰 富 的 宇 宙 信

息， 但 “旅行者 1 号” 作为明确知道

的 、 人 类 第 一 个 穿 越 日 球 层 的 航 天

器， 将被永远铭记。

黄金唱片的听众其实是
人类自己

“旅行者号” 的梦想开始于上世

纪 60 年 代 早 期 ， 因 为 木 星 、 土 星 、
天王星、 海王星、 冥王星每 175 年就

会遇到一次， 而距离当时最近一次的

“完美排列 ”， 会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

到来。
这意味着一艘航天器可以借助行

星之间的 “引力弹弓” 效应， 迅速拜

访到太阳系最外面的行星。 然而， 该

项目由于预算太高 ， 在 1971 年被正

式取消， 而次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

再次 “点燃” 了该项目， 但也只提供

了航行至两颗行星———木星和土星的

预算。 才智过人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 （NASA） 工程师留 了 一 手 ， 保 留

了航天器能够一路跑到太阳系外的可

能性。
“旅行者号” 带给世人的最大遐

想， 莫过于它们携带了可在太空中保

存 10 亿年的黄金唱片。 它一边飞行，
一边播放。 唱片上收录了人类原声以

及 115 幅加密过的图片， 其中包含这

样一些元素 ： 55 种 语 言 的 “你 好 ”，
一名恋爱中的年轻女性的脑电波， 各

种各样的音乐选段， 一些来自世界各

地的技术设计图及人物图像， 比如一

位正在给孩子喂奶的母亲。
直到今天， 地球人仍然没有收到

宇宙中其他生物的 “回答 ”， 不过人

类社会已经借由这张星际唱片创造出

或绮丽或惊悚的联想。 影片 《星际迷

航 1》 就以 “旅行者 1 号” 为原型塑

造了 “旅行者 6 号 ”， 当柯克船长又

惊又喜地拂去眼前金属板上的蒙尘 ，
念出 “Voyager……6 （旅行者 6 号）！”
的时候， 想必每一个科幻迷都激动不

已。 然而若干年后， 英国理论物理学

家斯蒂芬·霍金则希望叫停唱片发声，
因为 “外星人并不友好”。

关于唱片的意义， 唱片内容的挑

选者 、 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早些

时候提到由 “先驱者号” 探测器所作

出的类似努力时曾有过表示 ： “‘先

驱者 10 号 ’ 携带的那块匾牌不是面

向 外 部 世 界 的 ， 实 际 上 ， 它 是 对 内

的 。” 或 许 ， 在 足 够 广 袤 的 宇 宙 中 ，
这类信息的真正听众不是外星人， 而

是人类自己。

改变了以地球为中心的
太阳系观

在没有 “旅行者号 ” 的岁月里 ，
人类对于太阳系的很多 “以为 ”， 宛

若井底之蛙。 譬如， 以为 “地球是太

阳系内唯一存在活火山活动的星球”，
直到 “旅行者号” 发现， 木卫一上的

火山活跃程度至少是地球的 10 倍。
“旅行者号” 改变了以地球为中

心的太阳系观。 在它出发之前， 人们

认为唯一的液态海洋在地球上， 然而

在 木 卫 二 开 裂 的 地 表 下 ， “旅 行 者

号” 发现了液态水。
此 外 ， 一 路 上 ， 它 们 发 现 了 20

多 个 新 卫 星 ， 首 次 给 木 星 拍 了 特

写 ， 首 次 带 着 全 人 类 领 略 海 王 星 的

风 采 ……现 在 商 人 们 贩 卖 的 星 空 棒

棒糖上的颜色， 正是比照着 “旅行者

号” 发回的照片所制。
“旅行者号” 甚至给整个太阳系

拍摄了著名的 “全家福 ”， 这时它离

地球已经 40 亿英里 ， 地球在它眼里

只是一个光点， 在图像上小于一个像

素 ， 但卡尔·萨根凝视着画面 ， 仿佛

找到了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
他说 ： “就在那里 ， 我们的家 ，

我们的一切 。 每个我们听说过的人 ，
每个活生生的人， 都在那里度过了自

己 的 一 生……人 类 历 史 上 所 有 的 一

切， 都在那里———那颗悬浮在阳光中

的尘埃里。”

即使最终失去 “旅行者
号”，我们不必太过忧伤

现在， “旅行者号” 传回的信号

已十分微弱。 NASA 需要接收一个远

在 200 亿公里之外 ， 由一台 40 年前

建造的、 功率和冰箱里的小灯差不多

的老化发射器所发出的信号。 以光速

传 播 的 无 线 电 信 号 ， 从 “旅 行 者 1
号” 往返地球一次需要大约 38 小时，
而从 “旅行者 2 号” 往返也需要超过

30 小时。
这对 “孪生” 飞船的电池功率每

年都会下降 4 瓦特， 为了让飞行器飞

行更长时间， NASA 关闭了 “旅行者

号” 上的冗余系统， “两姐妹” 如同

一个丧失了视力， 一个丧失了听力。
事实上， 40 岁 “高龄” 的 “旅行

者号” 早已超期服役， 据预测其能源

将于 2025 年耗尽 。 届时 ， 它们可能

会继续飘向宇宙深处， 或许有一天会

飞抵另一颗恒星， 但身处地球上的人

类却无法再接收到它们的信号。
“我 们 不 必 为 失 去 ‘旅 行 者 号 ’

而忧伤。 从另一个角度想象， 某些人

会再次找到它们， 播放它们搭载的黄

金唱片并得知在宇宙中曾经存在过一

个叫作 ‘地球 ’ 的古老文明 。 那时 ，
我们的地球或许早已灰飞烟灭 。” 卞

毓麟说， 不论未来如何， 两艘小小的

飞船将成为从地球出发的两颗 “时间

胶囊”， 凝固着地球上 1977 年的那个

世界。

■本报记者 沈湫莎

由 “旅行者号” 拍摄的木星 “大红斑” 旋转的云层特写。 (资料照片)

一辈子做老师

确保全面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
(上接第一版)
应勇指出 ，前一阶段 ，各区 、各相关

部门对照环保督察整改方案，结合“五违

四必” 区域环境综合整治、 中小河道整

治，有力有序推进环保督察整改，取得明

显成效：一批突出问题得到整改；一批环

保项目加快推进； 一批长效机制加快建

立。 但在整改过程中，也有一些情况和问

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当前，环保督察整

改进入冲刺阶段， 要进一步提高对环境

保护和督察整改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

认识，坚持“条条有整改 、件件有着落 ”，
坚决打好环保督察整改攻坚战。

应勇强调 ，必须咬住目标 ，全面 、高

质量完成环保督察整改任务， 该关停整

治的企业必须关停整治， 该达标排放的

必须确保达标排放， 后续要完成的污水

处理、 垃圾处置等工程性措施也要咬住

节点目标，该开工的抓紧开工，已开工的

抓紧建设，工期比较紧的要加快进度。 既

要全面完成整改任务， 又要坚持稳字当

头，稳中求进。 必须严格标准，狠抓整改

事项的检查验收，所有的整改事项，必须

整治一项、核查一项 、销项一项 ，决不能

出现“偷工减料”、做表面文章等情况，一

旦发现，要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对完成的

整改事项，牵头单位要逐个核查。 中央环

保督察组的整改要求是底线， 上海的整

改标准只能更高， 核查销项要坚持高标

准、严要求，确保经得起“回头看 ”检查 。
必须落实长效管理， 坚决防止问题反弹

回潮，好的生态环境是长期严管出来的，
对这次环保督察发现的问题， 要扭住不

放、一抓到底，同时要举一反三。 对完成

的整改事项， 各责任单位要进一步落实

长效管理机制。 要落实好《上海市环境保

护督察实施方案》，形成常态长效的环保

督察检查制度，通过定期、不定期督察检

查，多采取“四不两直”的督察方式，即不

发通知、不打招呼 、不听汇报 、不用陪同

和接待，直奔基层 、直插现场 ，进一步提

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在沪更好发展
(上接第一版)
昨天上午，应勇与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周波一行首先来到陶氏化学上海研

发中心， 该中心是陶氏全球最大的一体

化研究中心，目前拥有 700 位研发人员、
80 多个世界先进水平实验室。 市领导察

看高通量配方、 聚氨酯工业应用和个人

护理产品等实验室， 了解创新成果应用

情况。 陶氏化学亚太区总裁麦健铭告诉

市领导， 上海研发中心取得了超出预期

的成果，未来将会承接更多的全球业务，
不断做大做强。

作为全球最大的业务软件公司，SAP
于 2003 年在浦东成立了中国研究院，目

前已成为其在全球的第三大研究院。 市

领导听取 SAP 及中国研究院发展情况介

绍，并察看运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 、物联

网等技术打造的智能制造、智慧交通、互

联运输安全等创新案例。 SAP 全球研发

网络总裁柯曼表示， 中国研究院取得了

大批专利成果， 并与全球创新网络建立

了广泛联系，未来将进一步扩大规模，助

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SAP 中 国

研究院、陶氏化学上海研发中心、飞利浦

照明研发中心、诺华 （中国 ）医学研究中

心、联合利华全球研发（上海）中心、美敦

力中国研发中心、 强生中国研发中心与

亚太创新中心、 普华永道上海创新中心

负责人先后发言， 围绕政府开放科研项

目合作、营造创新环境、完善人才政策等

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 应勇认真聆听，并
不时提问，与大家讨论交流。

应勇感谢在沪外资企业和外资研发

中心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

献，他说，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

城市和改革开放的前沿， 正按照中央要

求，努力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

发展先行者， 为推动国家新一轮改革开

放、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挥应

有作用。 欢迎更多的外资企业和外资研

发中心落户上海， 在参与上海建设发展

中实现自身更大发展。
应勇说，当前，上海正加快建设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这既是一

项国家战略， 也是上海着力打造的核心

功能。 建设科创中心，主体是企业，核心

是人才， 在沪外资企业和外资研发中心

是重要力量。 我们将进一步营造有利于

企业创新发展的环境， 让外资企业更好

地发挥创新主体作用， 让外资研发中心

更多地集聚创新人才。 我们将通过深入

调研， 抓紧制定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在沪

更好发展的若干意见， 推动外资研发中

心更加深入、 更加广泛地参与上海科创

中心建设。
应勇说，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创中心，就要坚持全球视野 、国际标准 ，
能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 外资研发中心

落户，同时能配置更多的全球创新资源，
就是全球影响力的重要体现。 我们要努

力在促进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和全球配置

上取得新突破， 帮助在沪外资研发中心

增强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 进一步提升

竞争力； 要在知识产权保护和落地上取

得新突破， 既要进一步完善司法保护发

挥主导作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机制 ，
也要积极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在沪形成更

多创新成果并落地应用。 既要重视基础

研究、加大科技投入，鼓励形成更多发明

专利和科研成果，增强“钱”变 “纸 ”的能

力，同时，更要提高“纸”变“钱”的能力 ，
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

产品； 要在服务外资研发活动上取得新

突破， 努力为外资研发中心发展创造更

好的环境，特别是要继续优化人才政策，
在促进人才流动等方面采取更多便利性

举措。 上海要择天下英才而用之，让更多

外籍人才来得了、待得住 、用得好 、流得

动，更好地为企业发展、为上海科创中心

建设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