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材高挑，面容清秀，华东师范
大学二年级学生陈婷一上场，立刻
引来一阵欢呼声。在今年 6月 16日
举行的 2018全国田径冠军赛暨亚运
会选拔赛上，女子三级跳远项目选
手陈婷凭借第六跳 13 米 79 的成绩
逆转夺冠。在刚刚公布的 2018年印
尼雅加达亚运会名单上，陈婷的名字
赫然在列。

在上海，从校园里走出来的田径
苗子不胜枚举。如何为喜爱田径运动
的学生搭建展示自我、提高运动技能
的舞台？2017年，秉承“立德树人，
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为进一步深
化“上海市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工程”
工作，扩大本市“体教结合”成果，
上海市校园田径联盟在华东师范大学
正式挂牌成立。

在联盟建设的基础上，有天赋、
喜爱田径运动的学生找到了发展兴趣
的良好载体。这些从校园里走出的田

径“苗子”不仅体育好，学习成绩同
样令人称赞。从田径场上，他们收获
的不仅仅是健康的体魄，还有永不服
输、坚持到底的体育精神。

看！ 校园里走出了这么多全面发展的高水平体育人才
眼下， 上海已有 55所高校、 172所中小学陆续加盟上海市校园田径联盟———

陈婷与体育的 “缘分” 可以追溯到

12 岁。 小学时，陈婷就比同龄孩子高出

一大截，也是学校运动会的主力队员。她

的运动天赋被区体校的老师看中， 从此

走上了半专业的体育生涯。 她很快打破

了区、市、省三级跳远纪录。 2016 年达到

参加世青赛的成绩标准， 代表中国队参

加世青赛并拿下了三级跳远冠军。 2018

年，陈婷顺利进入国家田径队集训，并代

表中国队参加亚洲田径运动会。

陈婷的校友、 华东师范大学大一新

生虞佳如是一枚正在跨栏项目中冉冉升

起的新星。 “我在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

拥有了满满的成就感。 ”11 岁起，虞佳如

开始了运动生涯， 她的教练正是曾经带

出了刘翔的国家级教练孙海平指导。

沪上中小学也纷纷加入上海市校园

田径联盟。 上海市大同中学的丁佳怡和

李自得都对跳高“情有独钟”，他们也是

从上海市校园田径联盟走出来的天赋型

选手。

大同中学高三学生丁佳怡是一名国

家一级女跳高运动员。 她的运动历程始

于四年级时参加的一场比赛。彼时，只有

10 岁的她被何明新教练收入麾下 。 从

2013 年开始，丁佳怡连续四年获得全国

少年田径锦标赛女子跳高冠军； 在今年

的全国青年 （U20）田径锦标赛上 ，丁佳

怡站在了女子跳高的最高领奖台上……

同为大同中学的高一学生李自得则

是活跃在男子跳高场上的运动员。小学四

年级时，李自得有机会跟随何明新教练进

行跳高训练。 “每天高强度的训练其实真

的很辛苦，但一想到能与自己喜爱的跳高

朝夕相处， 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如

今， 李自得已多次斩获上海市跳高冠军，

还是 2017年全国少年跳高第四名， 也获

得了“上海市最佳运动员”的称号。

目前， 上海已经有 55 所高校、172

所中小学陆续加盟校园田径联盟。 联盟

在逐步构建赛制稳定、 结构科学的 “四

级”竞赛体系，并进一步发展会员，预计

在五年内全面覆盖全市各大学、高中、初

中和小学，团体会员数超过 360 所学校，

注册参加各级竞赛的学生运动员人数总

计突破15000 人。

田径场上是冠军 ， 平日学校里 ，

他们也是别人眼里的 “优秀学生”。 丁

佳怡便是其中一位， “单纯四肢发达

的运动员是走不远的， 会用头脑的运

动员更容易站上最高领奖台。”

丁佳怡从四年级起参加跳高训练，

到初中时就达到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

耀眼的体育成绩之外， 她的文化课成

绩一样优秀。 2015 年， 丁佳怡在全国

田径锦标赛运动员文化考试中， 她的

考试成绩名列第一 ， 是名副其实的

“文武状元”。 在学校里， 丁佳怡的老

师们都对她交口称赞。 在高强度训练

后， 她第二天上课状态依然很好， 不

仅听讲认真， 还会积极举手提问， 与

任课老师互动频繁。 “她的注意力很

集中 ， 这样才能很好地应对裁判员 、

观众等场外因素。” 教练何明新说， 在

平时训练中， 丁佳怡始终注重将数学

的理念运用到跳高训练中。 “跳高涉

及物理上的力传递、 数学上的抛物线，

以及丈量步点及弧线等知识， 在训练

讲解中给她引入数学、 物理知识， 不

仅能够让她更有兴趣， 还能让她更好

地理解这项运动。”

会跳舞、 会弹钢琴， 还是全国中

学生运动会跳高冠军。 徐晶玲有着与

众不同的双重身份： 我是一名在校学

生， 同时是一名国家一级运动员。

因为成绩优秀， 徐晶玲被大同中

学录取， 成绩一直保持年级中上水平。

在体育训练和学习之外， 她还考取了

钢琴演奏级， 后在钢琴比赛中获上海

市金奖、 全国铜奖。

绝不在文化课上落下， 是校园里

的田径达人们达成一致的看法。 “把

作为运动员的聪慧、 毅力投入到学习

中， 跟上班里优秀同学的脚步。” 刚刚

步入大学校园， 虞佳如在文化课上对

自己要求颇为严格。 通常， 虞佳如的

训练时间都在上午， 选课时， 她就尽

量多选择下午的选修课。

刚刚过去的学年对于陈婷而言也

是体育、 文化课 “双丰收”， 因为成绩

优秀， 陈婷获得了华东师范大学二等

奖学金。

了解陈婷的人都说， 与一般同龄的

小姑娘相比， 她是一个特别 “独立” 的

人。 陈婷将这种 “独立” 归功于多年以

来从事体育运动。 因为常年参与世界大

赛， 陈婷走过许多城市和国家。 “如果

我不走田径这条道路 ， 在现在这个年

龄， 我的眼界是不会这么开阔的。”

在教练孙海平的眼里， 每一个在田

径场上获得成功的运动员， 背后都需要

付出极大的努力， 更是需要有顽强拼搏

的精神。

多年参与跨栏项目的锤炼 ， 虞佳

如阳光自信 ， 很是健谈 。 但若聊起关

乎人生 、 关乎未来的话题时 ， 她又显

示出了同龄孩子所没有的成熟冷静 。

“在田径场上流过汗努力过未必会成

功 ， 但一定会有收获 ， 而不努力什么

都没有。” 与陈婷一样， 虞佳如善于从

失败中总结教训 ， 更是从比赛中学会

了如何独立。

丁佳怡总说， 是田径塑造并磨练了

现在的她， 一步步向前， 她越来越能感

受田径的魅力。 “训练是艰苦的， 每一

次的跌倒 ， 都激发了我不断进步的决

心。” 丁佳怡感激身边人的关注与关心，

她收获了荣誉与成长， 更收获了一段珍

贵的师徒情， 感恩田径。

李自得则说， 经过多年训练， 他的

体质更健了， 很少生病； 他的灵活性更

好了， 遇事能随机应变； 他的毅力更坚

定了， 不会轻易放弃！

下一步， 上海校园田径联盟将进一

步推进构建 “竞赛、 培训、 集训” 的三

维发展体系， 迅速活跃校园田径氛围。

截至今年上半年， 校园田径联盟已经成

功举办了 “上海市中小学田径教练员培

训班” “国家二级田径裁判培训班” 等

高水平培训活动， 国家田径队孙海平教

练等名师来到校园中为老师进行指导。

未来， 校园田径联盟将严格遵循田

径运动的发展规律， 大力开展校园田径

运动， 构建完备、 专业的校园田径竞训

体系， 为培养校园田径优秀人才， 提高

上海校园田径竞技水平不懈努力， 让越

来越多的体育高水平人才 ， 从学校走

出， 走向世界领奖台。

爱田径， 天赋助他们登上领奖台 他们都是 “考试满分型” 体育达人 要做身体和精神的 “双料强者”

▲大同中学的

丁佳怡在参加跳高比赛。

▲华东师范大学的虞佳如 （中） 是一枚正在跨栏项目中冉冉升起的新星。

茛华东师范大学的

陈婷获得了今年出

战亚运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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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
晨琰 ）昨天 ， 昆山杜

克大学迎来首届本科

生 。 来自全球 27 个

国家的 266 名本科生

与父母一起迎来人生

中的重要时刻， 其中

有 185 名中国学生 ，

81 名来自美国 、 英

国、 法国等国的国际

学生 。 在中美两地

校园完成四年学习

的合格毕业生 ， 将

获得美国杜克大学

学士学位和昆山杜

克大学本科毕业证

书和学士学位。

由武汉大学与

杜克大学联合创办

的昆山杜克大学于

2013 年 正 式 成 立 。

按照规划 ， 到 2021

年昆山杜克大学校

园面积将扩大一倍 ，

本科招生规模将达

到每届 500 名 ， 本

科师资将扩充至 120

位全职教授。

在今年正式招收

本科生之前， 昆山杜

克大学只在小范围招

收硕士研究生和博士

后， 并开设 “全球学

习学期 ” 短期本科

生交流项目 。 本科

在读生通过网申 、 面试 、 综合评估

后 ， 可进入昆山杜克大学体验一个

学期的通识教育课程， 并有机会获得

奖学金。 学生可选择人文学科、 社会

科学、 自然科学和语言等相关课程，

不分专业。 “全球学习学期” 提供了

一个双方互相适应和探索的过程。

据昆山杜克大学校长 、 中国工

程院院士刘经南介绍 ， 目前 ， 校方

已经教育部批准 ， 设立了 15 个专

业 。 但学生在入学时不分专业 ， 通

过学习不同课程发掘个人学科兴趣

与方向 ， 并在大学二年级时自主选

定专业。 预计到 2020 年， 首届本科

生将有 20 余个专业选择， 覆盖自然

科学 、 社会科学 、 艺术人文等多个

领域。

昆山杜克大学将向本科生提供丰

富的研究机会， 鼓励学生与教授和研

究人员合作。 学校已成立的多个国际

研究中心， 包括应用科学与工程研究

院、 全球健康研究中心、 环境研究中

心以及计算图像技术研究中心和大数

据研究中心， 都将向本科生开放。 学

生们还将受益于昆山杜克大学的两所

创办院校———杜克大学和武汉大学的

研究资源和机会。

“医生的医生”用精准诊断照亮了这一家子
三年前，在化疗前一天得知“淋巴瘤”只是炎症；三年后，她一下飞机，就来看李医生

6 月的一天，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病理科主任医师李小秋和以往一样 ，

早上 8 点就到达医院二号楼三层， 准备

开始一天十多个小时的工作。 在病理科

门口， 他意外地遇到了两位久违了的客

人———海诺（化名）和她妈妈。这对母女坐

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从加拿大回国，清晨

5 点 10 分到达上海，却没回家，而是先来

看望“这位给予她们重生的医生”。

三年前，12 岁的海诺被怀疑罹患恶

性淋巴瘤，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来到肿瘤

医院病理科递交了病理切片。 三小时之

后，海诺全家欣喜若狂，因为李医生通过

仔细阅片排除了外院疑似淋巴瘤的诊

断。 “那天是 2015 年 5 月 12 日，我不需

要翻资料，就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 ”海

诺妈妈说，“这三年， 每到 5 月 12 日，我

都会一个人静静地待一会儿， 我无法忘

记那天的峰回路转， 更忘不了给全家带

来希望的李医生。 ”

12岁花季少女疑似身患淋巴瘤

有一个文件夹， 海诺妈妈放在家中

抽屉的最下面，不敢触碰。在那个文件夹

里， 封存着海诺 2015 年 4 月 20 日到 5

月 21 日的全部看病资料。 “这是我人生

最糟糕的日子，回想起来全是眼泪。 ”海

诺妈妈说起三年前的 4 月 20 日，仍历历

在目，“那天海诺和平时没什么区别，放

学回来后，我发现她脖子肿起来了，就带

她去了医院。 ”

然而，经过半个月的求医，海诺颈部

的淋巴结越长越大，已经超过 3 厘米。在

外院做了手术活检，病理报告“疑似霍奇

金淋巴瘤”，海诺妈妈得到这一消息宛如

晴天霹雳。 一听说霍奇金淋巴瘤是恶性

淋巴瘤的一种亚型，“我彻底慌了， 晚上

上洗手间，都站不起来。 ”海诺妈妈哽咽

了一分钟，说不出话，只能听到轻轻的啜

泣声 ，“35 岁我才生下这个活泼可爱的

女儿，即使到那一刻，她依然健康地围绕

在我身边，我不能接受，这种厄运为什么

要降临在她身上，降临在我们家。 ”

辗转于宁波、上海多家医院，海诺妈

妈挂了五家医院的各类门诊号， 可结果

都不尽如人意。

就在决定住院化疗的前一天， 海诺

妈妈听说肿瘤医院病理科是全国最大的

疑难病理会诊中心， 抱着能更了解女儿

病情的想法，她打了的士、拿着切片，直

奔肿瘤医院。

那时候，海诺妈妈没想到，肿瘤医院

病理科会给她这么大一个惊喜。

不抱希望去求医，却迎来
峰回路转

5 月 12 日下午，海诺妈妈在肿瘤病

理科递交了切片样本， 得知三小时之后

可能会有初步结果，她就带着女儿，赶去

做入院体检。

李医生给了她们不一样的检查结果。

“经过仔细观察， 我认为样本切片中的巨

大细胞并不是霍奇金细胞，而是反应性的

免疫母细胞，两者有时容易混淆。 ”这就意

味着，所谓的“淋巴瘤”其实只是炎症。

李小秋说， 病理科医生就好像是侦

探，要从每位患者少则几张、多则数十张

的病理切片中寻找诊断的线索， 而观察

到的各种细枝末节的形态变化和表型特

点就是“证据”，找到这些证据，再结合患

者的临床表现、 生化指标和影像检查资

料，往往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并不是所有细胞都很容易辨识其

良恶性，有些‘善良’的细胞，却长着一张

‘可怕 ’的面孔 ，而有一些长相还算 ‘温

和’的细胞，却恰恰是恶性肿瘤细胞。 ”肿

瘤医院病理科医生张岩说，“这时候就考

验医生的专业水平，如何透过细胞的‘伪

装’看到真实本质。 另一方面，相似的形

态改变还可能有着不同的成因和机制 。

要反复推敲并拿出最经得起考验的证据

和推断，才能得到最接近真相的答案。 ”

在同事们眼中， 李小秋是一个细致

严谨的人，遇上疑难病例，他经常会花上

几天、数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去用心揣摩，

“因为我们是‘法官’，为患者负责任，确

保诊断正确， 是病理医生最应该拥有的

品质。 ”由于病理诊断对于判断疾病性质

以及指导临床医生决定治疗方案至关重

要， 在幕后工作的病理科医生也常被人

们称为“医生的医生”。

每天工作十多小时，也跟
不上日益增长的诊疗需求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外院

病理会诊中心有两个窗口： 一号窗口送

检、二号窗口取报告。 二号窗口前，常常

挤满人群， 因为从窗口递出来的那张病

理报告，几乎就是“最终审判”。 然而，这

个“最终审判”通常要等上几天到数周。

“病理医生严重短缺，特别像我们这

样作为区域性会诊中心的科室， 一方面

要满足本院日益增长的临床需求， 另一

方面还要面对来自全国各地、 各种各样

的疑难会诊病例，自然是日趋繁忙，超负

荷运转。 ”李小秋每天 8 点上班，下班则

常常已是半夜。

据了解， 目前全国约有 1 万名执业

病理医生， 缺口高达 9 万人。 培养周期

长、工作风险高、劳动报酬低是年轻医学

生不愿意选择病理专业的部分原因。

2015 年 8 月，海诺妈妈和女儿从宁

波赶来给李小秋送锦旗， 却几乎没说上

话，因为李医生实在太忙了。 这三年，海

诺妈妈只能趁着逢年过节， 给李小秋发

个微信，拜个年，道声谢。

上个月的会面， 李医生也只来得及

问了几句海诺生活情况就走开了， 但海

诺妈妈不以为忤，因为在他的忙碌身后，

可能是一双双期盼的眼睛。 “李医生给我

们家带来的新生， 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

记。 ”海诺妈妈说，“我希望我的女儿能一

直来看看李医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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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空浮云难掩火流星绚丽舞步
英仙座流星雨如期而至，可持续到8月20日

本报讯 （首席记者许琦敏） 没有

辜负天文迷们一年的期待， 年度三大

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如期而至，

8 月 13 日达到高潮———以大量灿烂亮

丽的火流星， 再次征服守望者的心灵。

这一次流星雨将持续到 8 月 20 日， 上

海的天文迷也能在夜间观赏到此次流

星雨。

英仙座流星雨是以英仙座 γ 星附

近为辐射点出现的流星雨，每年于 7 月

20 日至 8 月 20 日前后出现。 英仙座流

星雨突出的特点是流量大、稳定———它

不但数量多，而且几乎从来没有在夏季

的星空缺席过，会在每年的固定时间稳

定出现，并以灿烂明亮的火流星频现而

闻名。 在其极大值时间内，只要天气晴

好、找一个灯光干扰和周围遮挡物少的

地方观测，一个小时看到几十颗流星是

非常正常的。 因此，它与象限仪座流星

雨、双子座流星雨并称为北半球三大流

星雨。

今年，它来临的日子恰逢台风“摩

羯”过境，导致我国东部相当大面积地

区被台风云系所影响。但在英仙座流星

雨极大期，即前天 20 时至昨天 2 时，不

少地方的云层还是部分地散去，为流星

雨守望者提供一饱眼福的机会。

这几天，不少天文摄影爱好者跋山

涉水，用相机记录下流星充满魅力的踪

迹。 星空摄影师戴建峰告诉记者，他通

过天气预测软件先选定黄山作为观测

与拍摄点，后发现台风外围云系会影响

该区域，便临时决定转移，终于在九华

山天台拍摄到了流星雨的照片。

■本报记者 郝梦夷

医院里的温情故事

在贵州“天眼”（FAST），由于观测需求，方圆 5 公里都属于电磁波宁静区的核心

区，不能带电子设备进入。 8 月 13 日恰逢 FAST 设备检修停止观测，工作人员才能前去

拍摄，这也是 FAST 竣工以后，首次在“天眼”边上拍摄的照片。 黄琳摄

当流星
遇到“天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