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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湫莎

■本报记者 王星

教科卫 专题

上海高校     -    年度
十佳社会类奖助学金
随着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的发展，社会捐助在高校学

生资助育人中的作用更加凸显。为进一步鼓励更多社会力
量捐助育人，推动各高校建立完善国家资助、学校奖助、社
会捐助、学生自助“四位一体”的发展型资助保障体系。按
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征集首届上海高校社会捐助资
助育人典型案例的通知》精神，经学校推荐、材料审核、专家
评审和实地调研，上海交通大学推荐的“黄旭华奖学金”等
10个优秀项目被评为“上海高校2022-2023年度十佳社会
类奖助学金”，表彰大会在上海海关学院隆重举行。

获奖项目中，有黄旭华院士为激励优秀毕业生报效祖
国，慷慨捐出所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设立的“黄旭华奖学

金”；有为“爱国重教、培育英才”，针对西藏、新疆少数民族
优秀师范生专设的君远奖学金；有持续数十年为100多所
高校优秀师生提供支持的企业奖学金；有校企深度合作、感
恩回馈母校、助力学生综合发展的企业奖助学金；更有耄耋
老人、爱心人士捐出毕生积蓄设立的手拉手奖助学金……

这些社会捐助资助育人先进典型项目，把“扶困”与“扶
智”“扶志”结合起来，形成“解困—育人—成才—回馈”的良
性循环，构建物质帮助、道德浸润、能力拓展、精神激励有效
融合的资助育人长效机制。簇簇烁光聚而成炬，莘莘学子
沐光前行，期待更多的社会关爱一起加入进来，共同照亮高
校学子的前进之路！

黄旭华奖学金

◆ 捐赠个人 ◆

黄旭华
◆ 推荐学校 ◆

上海交通大学

“王云基金”奖助学金

◆ 捐赠个人 ◆

王 云
◆ 推荐学校 ◆

华东师范大学

宝钢教育奖学金

◆ 捐赠单位 ◆

宝钢教育基金会
◆ 推荐学校 ◆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医药雏雁励志明德奖助学金

◆ 捐赠单位 ◆

上海医药集团
◆ 推荐学校 ◆

华东理工大学

西藏、新疆少数民族优秀师范生君远奖学金

◆ 捐赠单位 ◆

上海唐君远教育基金会
◆ 推荐学校 ◆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

张乃新奖学金

◆ 捐赠单位 ◆

张乃新慈善教育基金会
◆ 推荐学校 ◆

上海外国语大学

“手拉手”结对助学金

◆ 捐赠个人 ◆

蒋孔悌、赵琴离休干部夫妇
◆ 推荐学校 ◆

上海海洋大学

杨霖奖学金

◆ 捐赠个人 ◆

杨 霖
◆ 推荐学校 ◆

上海理工大学

永福奖助学金

◆ 捐赠单位 ◆

上海永福园陵有限公司
◆ 推荐学校 ◆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平官校友”奖助学金

◆ 捐赠个人 ◆

潘平官
◆ 推荐学校 ◆

上海海关学院

（项目排名不分先后）

塑料真是让人欢喜让人忧。一方面，至今还没有哪一种

材料能像塑料一样轻便、坚韧、廉价；另一方面，即使是偏远深

海里的鱼类体内也已检测出了微塑料。究其原因，就在于塑

料难以被降解，一般自然条件和微生物都对它束手无策。

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姜雪峰团队经过

12年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解决方案：用太阳光催化来降解塑

料。这种方法节能又环保，只要在室温常压下就可使塑料降解，

降解后的反应物可用于新的塑料生产。由此，塑料在全生命周

期上就形成了“生产-应用-升级降解-再生产”的闭环。在日前

举行的上海市高价值专利运营大赛上，这一“真实塑料升级降解

循环利用”项目备受关注，并获得市场追捧，入围二十强。

催化剂来自海水，从高温高压到室温常压

“光解”塑料的方法是以铀酰离子作为催化剂，以光照作

为能量来源，对常见塑料垃圾进行降解。作为催化剂的铀酰

离子来自海水中的铀238。姜雪峰告诉记者，不同于放射性

元素铀235，铀238没有放射性，而且从海水中提取铀的技术

已在世界范围广泛应用，不用担心储量问题。

已有的塑料降解技术通常需要高温高压，这意味着需要消

耗大量能源。姜雪峰团队以六水合硝酸铀作为光敏剂，在常温

常压下成功将9种常见塑料降解为苯甲酸和对苯二甲酸等化

工产品的基础原材料，其中还包括5种塑料的混合降解。姜雪

峰解释说，铀238对光的最大吸收波段是460纳米，太阳光属于

可见光，覆盖400至800纳米波段，因此可被铀238吸收。

从硫研究中得到灵感，在真实世界中“过坎”

2011年起，姜雪峰就带领团队开始进行塑料降解键的活化

模型研究。这是一个以硫研究见长的团队，2019年元素周期表

问世150周年之际，姜雪峰被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评选

为“硫元素代言人”。在研究硫的多价态精准控制合成过程中，

他想找一种绿色节能的方法来调节硫的氧化态，于是找到了铀。

“铀在整个氧化过程中的作用很独特，既能切断化学键，又不

会完全切碎（增加碳排放），因此可实现精准降解。”姜雪峰说。他

们将其用在塑料上，果然可以实现塑料可控的氧化、切断、降解。

不过这还只是理论上的可行，实际应用中很难找到干燥、

干净的塑料。废弃塑料大多带有水渍、糖渍、色素、黏合剂等。

为了能让模型贴合实际应用，团队进行了系统性探索，逐步建

立起在低能耗下降解真实世界塑料的技术体系。通过这一技

术，有水未干燥的塑料瓶、有色素的垃圾袋、杂乱混合的塑料都

可直接进行光降解，降解后的产物可继续用于制造塑料，或制

造医药中间体和香精香料。

拿最有底气的专利试水，为“从 到  ”探路

我国每年产生废塑料超过6000万吨，累计废塑料存量超

10亿吨，回收1吨废塑料可减少1至3吨碳排放。海量且刚需

的市场前景，让“真实塑料升级降解循环利用”这一项目在主打“边比赛边运营”的

上海市高价值专利运营大赛上备受关注。

如果说技术如何用于真实世界是第一道坎，那么科学家如何运营公司则是第

二道坎，这也是在近半年的参赛时间中，姜雪峰从评委们身上学到最多的。“成果转

化最后一公里看似不长，但要考虑的东西很多，如团队建设、资本运营、产业链、营

收比等，任何一个环节布局不当，都会导致转化失败。”他说，半年来，评委们不仅传

授经验、提供建议，还会从不同角度提出质疑，这些都成为项目迭代的后续抓手。

用12年时间实现了塑料生命周期科学模型闭环后，姜雪峰团队正在打造塑料

在产业发展中的闭环。目前该项目已完成中试，并在海南完成了装置调试，在浙江舟

山也有应用项目落地。团队设计开发的新型连续流光反应装置，与管式操作相比，PET

（涤纶树脂）降解效率提高54800倍。

姜雪峰有100多个专利，光降解塑料是其中最有转化“底气”的专利之一。此次“从

0到10”的探路，也是为后续系列专利转化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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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五点半，站在校门口护送完

最后一批学生离校，金山区第二实验

小学副校长李玲琳跑回南校区一楼的

童创教室，工人师傅正在教室顶部新

安装两个麦克风。“学校这些新建的创

新实验室，空间较大。之前老师要戴

着‘小蜜蜂’上课。我们想在顶部安装

麦克风，一来让老师告别‘小蜜蜂’，二

来能让学生在问答问题时不用那么大

声。”李玲琳忙着调试检验新麦克风。

今年2月，刚完成重建的二实小

南校区，迎来近900名一二年级学生

入驻。面对焕然一新的校舍，如何让

校园里的每一个细节更贴合师生需

要？近一年，作为分管南校区教育教

学的副校长，李玲琳不断在这个建筑

面积近 15000平方米的新校园里观

察、摸索。

带着教师梦，她重回小
学母校

为什么想当老师？李玲琳说起一

件往事。“那年，我在金山区亭林小学

读五年级，班级里要竞选班干部，我也

想试一试，就写了一份竞选文稿，上台

战战兢兢地念了念。没想到，班主任

陈老师使劲表扬我，说我准备得非常

充分。那一瞬间，我好像就有了长大

当老师的念头。”

2012年，在外地读完大学后，李玲

琳回到家乡金山，并通过教师招聘，回

到母校亭林小学担任英语老师。

作为新教师，工作头三年，李玲

琳在校内外拜了不少师，并积极参加

市、区组织的英语教师培训。让她欣

喜的是，只要是她教的班，几乎所有

学生都很喜欢英语课。“亭林小学是

一所乡镇小学，学生的英语底子不能

和市区孩子比。我就想办法调动课堂

气氛，加入游戏环节，让孩子们能在

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英语，逐步

培养他们对英语的兴趣、运用语言

的能力。”

2016年，工作不过四年的李玲琳

就成了学校五年级的英语备课组长。

李玲琳是一个认真的人，每天主动联

系各位英语老师，为的是和同事们一

同琢磨研究课堂教学方法，切磋经

验。那年，金山区举行“新苗杯”青年

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她在大家的鼓

励下报了名。为了上好这节课，她每

天早出晚归，一次次磨课，一次次试

教，一次次向有经验的同伴请教，最终

拿下一等奖。

很快，李玲琳当上了学校的大队

辅导员。身兼大队部、备课组和教学

等多重任务，李玲琳加班加点的频次

更高了，但她不觉得辛苦，这是一份她

喜欢的工作。

挂职副校长，从“没啥事
干”到“越走越晚”

2018年，作为90后教师中的佼佼

者，李玲琳入选金山区教育系统“十三

五”优秀青年人才培训班。一年后，新

机遇不期而至。在金山区教育工作党

委安排下，李玲琳来到金山区第二实

验小学担任挂职副校长。

从一所乡镇小学的普通教师一下

子到全区公认的优质小学担任挂职副

校长，李玲琳内心忐忑。作为挂职干

部，李玲琳坦言起初经历过“没啥事

干”的阶段，“主要是自己不太懂，同事

们也不放心把事情交给我来做”。

如何改变？李玲琳抓住一切机

会，一边自学，一边虚心向书记尹英

及同事们讨教。慢慢地，来找李玲琳

商量事情的人越来越多，工作越排越

满，李玲琳每天的离校时间也越来越

晚了。

在校长金平的鼓励下，李玲琳开

始涉足自己原本较薄弱的信息化领

域。一头扎进去后，李玲琳注意到，

学校有导学视频、画展、综合管理、

阅读素养等多个信息化基础平台，但

这些平台系统相互独立，师生每次都

要通过不同地址分别登录，着实不

便。金平找到她讨论：有没有可能建

立统一的认证门户网，让师生只需一

个账号就能登录全部平台？经充分酝

酿后，李玲琳开始着手为学校建立统

一的认证和数据中心。

“有了新平台，大家普遍感觉，不

仅是登录方便了，通过平台集纳起的

数据，还便于老师对学情深入分析，为

每个学生进行更精准的‘数字画像’。”

李玲琳颇有成就感。

空荡荡的教学大厅“变
出”多个温馨地标

结束了两年挂职后，表现优异的

李玲琳成为二实小副校长，分管南校

区教育教学工作。南校区本为东礁小

学校舍，建于1993年。2006年该校并入

二实小。早在2010年，南校区教学楼就

传出“要拆”的消息，但直到2021年，拆

除重建工程才正式启动。

李玲琳对南校区工程的进展很上

心，尽管对建筑、装修不在行，但李玲

琳绞尽脑汁地为新校园的设计优化出

主意。细心的她会定期去工地拍一段

视频，并制成短片，让师生们了解学校

旧貌换新颜的过程。

如今，在团队的共同智慧下，原本

空空荡荡的教学楼底楼大厅，多了好

几个校园地标。从有着可爱校园吉祥

物的打卡墙，到放学后能让晚走的孩

子多留一会的乐高区，再到让学生

们引以为豪的“能量星”闪耀榜，处处

让师生感到温馨。各间创新实验室里，

也到处点缀着师生们大大小小的艺术

作品。

最近，她带领团队开展“基于认知

发展规律的学生阅读能力培育与提升”

项目研究。“我们通过筛查工具发现，部

分学生学习不好的原因，可能在于存在

阅读障碍。所以我们将这间新图书馆定

位为阅读学习空间创新实验室，里面不

仅有普通图书馆的功能，还能根据学生

个性化阅读需求以及不同的阅读能力，

分层分类为学生提供课程和资源。”李

玲琳说，学校将打造多感官的阅读学习

空间，从而充分调动学生视觉、听觉等

多种感官，加之多层次的阅读课程，帮

助这类学生阅读基本能力得到提升，争

取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到二实小工作不过五年，李玲琳如

今已是同事眼中最熟悉校园的那个人。

大家需要任何和学校有关的资料，都会

先问问她。原来，李玲琳这些年把所有

和学校相关的图文及视频信息都保存、

归档，成了大家眼中的“校园信息库”。

从不懂信息化，到成为“信息库”，李玲

琳说，改变的背后，源于自己始终在努

力成为校园里的那个有心人。

短短五年，金山区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李玲琳成了“最了解学校的年轻人”

做有心人，让新校园“处处不一样”

■“你好，  后校长！”

李玲琳和学生们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