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研

究中心昨天成立，主办方举办专题论坛，就拔

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展开热烈探讨。多位专

家直言，当前，对“拔尖”的选拔范围过窄，如

此认识误区不破除，恐不利于拔尖创新人才

选拔冒出来。

如何选拔拔尖创新人才？按照上海中学

校长冯志刚的看法，有资格参加全国高中生

数学竞赛的学生都应该成为选拔的对象。此

外，各区推送的参与学科竞赛预选的选手，水

平也很高，即便部分学生最后没有在学科竞

赛中获奖，依旧可以成为选拔的对象。冯志

刚建议，扩大对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范围，有

助于遴选真正热爱数学的学生。

多位专家谈到，当前，不少教师对拔尖创

新人才的认识依旧过于局限。比如，认为只有

数学竞赛选手才能纳入培养视野。对此，复旦

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吴坚明确表示，竞赛是培

养和选拔拔尖创新人才的抓手和平台，但在

人才识别方面，要有更科学的认识，遴选范围

也应该更加广泛。特别是，对拔尖创新人才的

识别和遴选不能局限在数学一个学科，更不

能将目光聚焦在数学竞赛这一个赛道。

高质量师资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

性，也频频被提及。讨论中，多位知名高中的

校长回忆起自己学习数学的过程，颇有感

触。不少校长谈到，科学而有趣的学习方法，

是引领学生走上数学研究道路的关键。上海

市复兴高级中学校长陆磐良回忆，多年前，该

校就曾鼓励学生在讨论、实践和自学中学习

数学。比如，通过项目化学习的方式，鼓励数学

兴趣小组的学生们尝试制作热气球。在动手实

践的过程中，学生们了解了数学、力学、结构学

等多学科知识。当年，参与这个项目化学习小

组的学生，后来也都考入了知名高校。冯志刚

则回忆，自己在大学学习数学时，任教老师每天

出一道有质量的数学题，激发大家的思维活力，

令他获益良多。

“想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得先有一桶水。”

讨论中，几乎每位校长都谈到了对优秀数学教

师的期盼。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校长许军直

言，如果教师对提高数学成绩的理解是“刷题”，

那么他就很可能用刷题的方式开展数学教学。

让数学教师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和教学水平，

这才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前提。陆磐良也建

议，大学数学系的教授应更多走进高中，为高中

生普及数学教育，提升高中教师的育人水平。

同时，也要为高中教师创设更多机会到高校接

受培训。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长吕长虹介

绍，此次全新成立的华东师大数学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研究中心，将专门致力于数学拔尖创

新人才早期发现、评估遴选和一体化贯通培

养机制的全面探索。在理论研究方面，中心

将聚焦数学资优生的特质、培养模式和课程

教学的国际比较等。同时，建立数学资优生早

期培养的数据平台，对数学拔尖创新人才进行

回溯研究，为有数学天赋的学生提供发展多元

成长途径。在实践探索方面，中心将致力于搭

建数学教师专业素养提升平台、学生课外数学

学习交流平台以及与数学基础教育界的交流合

作平台。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研究中心成立，专家展开热烈探讨

选拔范围过窄，不利于“拔尖”人才冒出来

■本报记者 张鹏

www.whb.cn

2024年4月21日 星期日 3综合 责任编辑/王 鹏
编 辑/邓笠懿

排列5第24101期公告
中奖号码：03074

每注奖金100000元

排列3第24101期公告
中奖号码：030

直选每注奖金1040元

组选3每注奖金346元

组选6每注奖金173元

超级大乐透第24044期公告
中奖号码：

03+13+15+17+22 06+10

一等奖 7 10000000元

一等奖（追加） 3 8000000元

二等奖 71 234449元

二等奖（追加） 32 187559元

三等奖 202 10000元

四等奖 902 3000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899843308.50元

体彩公报

本报讯 （记者李婷）依三林塘港而建的
三林老街，是现今上海离市中心最近的古

镇。昨天，这里人流如织，“龙狮呈祥”、婚嫁

习俗、旗袍秀、老上海叫卖、腰鼓、标布、高跷、

杂技、“鹬蚌相争”、“虾兵蟹将”等民俗文化行

街一一热闹上场，为2024年第十一届上海民

俗文化节暨三林塘圣堂庙会拉开帷幕。

“既有非遗展示，又有潮流舞蹈、音乐轰

趴，真是奇妙的聚会。”95后张小姐和小伙伴

们流连在三林老街的白墙黛瓦、街巷古韵之

间，感受着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交相辉

映。上海民俗文化节暨三林塘圣堂庙会是上

海为数不多的大型民俗庙会活动，起源于明

朝正德年间的农历三月半庙会，绵延数百年，

是聚上海民俗、汇长三角文化交流的一道城

市人文风景。2013年，三林塘圣堂庙会被列

入第四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海民俗

文化节举办十届以来，累计吸引了350多万

市民游客走进三林体验民俗风情。

本届上海民俗文化节于4月20日至28

日举行，持续9天，在三林老街、前滩31、新东

里及明通文化创意产业园等多点“开花”，范

围更大，参与面更广。

三林地区有“三月半，上圣堂”之谚，庙会

也被文人雅士称为“三林芳春十景”之一。三

林镇被誉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舞龙）”和

“中国龙狮运动之乡”，舞龙舞狮等民间习俗

的繁盛也都与圣堂庙会的兴盛有关。今年的

民俗文化节依传统在新东里东侧设置庙会市

集，“三林小伙爱舞龙，三林姑娘善刺绣”，看

完小伙们舞龙舞狮，还可以体验三林刺绣、瓷

刻等。三林镇现拥有13项非遗，在上海民俗

文化节上将全部得到展示。“要让市民游客看

好、吃好、玩好。”主办方负责人说。

今年的上海民俗文化节还引入潮玩时尚

元素。比如，今年的开幕式剧场秀将在前滩

31演艺中心举行，演出带领大家穿梭时光隧

道，领略三林民俗文化的前世今生。市民游

客在观赏龙舟表演时，也能体验皮划艇；在欣

赏各剧种戏曲表演时，也能听爵士乐、国风民

谣、看街舞；既有非遗市集，也有时尚文创市

集；华服巡游则带来一场中华传统文化的时

尚走秀……

逛累了，三林本帮菜与当下网红美食，让

市民游客大饱口福。三林老街里藏着浓油赤

酱的本帮菜，享誉沪上。三林人早在元明时

期就已形成了本帮餐饮文化的习惯。老街上

李林根之孙、李伯荣之子李明福的三林本帮

馆里，经典的本帮菜“老八样”之一扣三丝,上

了《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4月26日，本

届民俗文化节将举办民间厨神大赛，为市民

游客提供厨艺展示平台，也让更多人了解三

林本帮菜的技艺。

三林塘圣堂庙会代表性传承人张开华是

圣堂庙会到上海民俗文化节的见证者，他认

为：“民俗文化与时代碰撞出新的火花，散发

出浓浓的烟火味，也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在与

时俱进中保持自己独特的‘个性’。”业内人士

指出，民俗是文化传承和情感的纽带，守护民

俗就是守护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古

镇作为传扬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让人们感

受着活态的历史和传统。“走进古镇，守望民

俗”，唤醒百姓对于节日的记忆，回归市民的

民俗保护才能生机勃勃，与现代生活交融的

民俗文化才能彰显魅力。

“三月半”上三林，上海民俗文化节热闹开场

传统非遗与潮流生活交相辉映

本报讯 （记者吴姝）昨日，F1中国大
奖赛进入第二比赛日的争夺，共安排冲刺

赛、排位赛两场比赛。首次主场作战的中

国车手周冠宇在排位赛中以1分35秒505

的成绩排名第16位，在今天15时举行的正

赛中，他将于第16位发车，红牛车手维斯

塔潘、佩雷兹没有意外地稳坐头排发车，老

将阿隆索将在第三位发车。

周冠宇在昨天的排位赛后表示：“就排

位赛开始前的预期来说，没能进入Q2的确

让我有些意外。我在Q1的最后一圈14号

弯锁死了，风向的变化增加了这个回头弯

的难度，我在那里损失了0.2秒。”Stake车

队的赛车在中国大奖赛头两天表现出不错的

竞争力，博塔斯在排位赛中跻身Q3。周冠宇

对正赛充满信心，他表示：“我相信明天能够

赶超上去，我们赛车的竞争力很不错，正赛中

策略也会有很多变化。”

昨天的冲刺赛中，周冠宇表现得较为出

色，以第九名的成绩完赛。他再一次站在积分

区的“门口”，距离拿积分仅一步之遥。“能进冲

刺赛前十很棒，虽然不足以拿积分，但车迷们

的热情是我最大的动力，我们继续努力。”

本赛季共有六场大奖赛设置冲刺赛，上

海站是冲刺赛今年首秀，这也是中国大奖赛

首次举办冲刺赛。

F1中国大奖赛第二比赛日落幕

上赛道冲刺赛首秀，周冠宇只差一名拿积分

周末，位于苏州古城的平江历史文化街

区一片热闹。许多游客直奔大儒巷38号，只

为体验桃花坞木版年画这一非遗技艺。

颜料均匀平刷在雕版上，再套印在画稿

上……热门年画《一团和气》跃然纸上。“年

画配色好看，寓意也好，更重要的是参与体

验可以加深孩子对非遗项目的认识和对传

统文化的了解。”来自浙江的游客张女士说。

印一幅年画，看一次非遗特展，选一件

非遗文创，喝一杯“一团和气”特饮……经

过修缮的大儒巷38号，如今已成为备受人

们喜爱的特色文化空间。

距离大儒巷不远的钮家巷是年近六旬

的社区居民姚志俭的家。早上8点多，平江

历史文化街区还没有迎来很多游客，吴侬

软语的交谈声伴着花香，在街巷缓缓铺展

开。姚志俭出门了，她要赶去和自己的老姐

妹们碰面。青石板铺就的街道边，街坊早已

沏好茶，悠悠然提着鸟笼和她闲聊几句；年

轻的昆曲演员在中张家巷边吊起了嗓子，清

脆的唱腔为古老的街巷增添了一抹活力。

“在这住了几十年，离不开啦。这里没

有大拆大建，原始风貌和格局保存了下来，

而且街区环境和居住条件也越来越好，让

我们这些老居民感到特别欣慰。”她说，“家

在古城”是含蓄的“老苏州”们溢于言表的

骄傲与自豪。

评弹声声婉转雅致、余韵悠长，苏绣、宋锦、缂丝、苏扇

等非遗匠心独具，展现了姑苏人文的原汁原味；这里仍有

1.3万名居民居住其中，是苏州古城烟火气最浓的地方。

古建筑老街区，是故乡人心中的乡愁，也是外乡人眼中的

风景。

修复城市肌理，活化文化想象。遵循“修旧如旧，保存其

真”的原则，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在保留近8000户居民原生态

生活方式的同时，完善街区建设和公共设施，大大改善居民生

活环境。加快古建老宅活化利用，当地推进“古城保护更新伙

伴计划”，吸引社会资本，引入产业发展新经济，盘活老空间。

来自山东的“90后”李黎惊奇地发现，在平江路南端的

碑亭中，一幅复刻的宋代《平江图》，清晰展示着约800年前

平江府的平面轮廓和街巷布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延续

至今，几无二致。“上面的大部分街巷、河道、桥梁至今都可

一一对应，拿着这份老地图，在古城区不会迷路。”他说。

“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全长1600多米的平江路，基

本延续了唐宋以来的街坊格局。仿佛一本线装书，记录着苏州

的历史与文化。其所属的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有世界文化遗产1

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20处，控保建筑45处及普查新发现文

物点70处，被称为“没有围墙的江南文化博物馆”。

几十年间，苏州已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更新了3版，但

规划框架始终得以贯彻，古城保护与更新始终是重要内容。

“一张蓝图绘到底”的保护理念，为苏州留住了呈现江南水

乡风貌的物理空间。

“抵达苏州的第二天恰好下起小雨，平江路上，身着汉

服的姑娘们撑起了伞。烟雨朦胧中，‘水墨江南’有了具象呈

现。”一位北方游客将春日下江南的感受分享到朋友圈后，

获得一片点赞。

夜色中的平江路，年轻人排起长队。他们在网络上看到

短视频，被温柔婉转、充满意境的苏州评弹打动，从各地慕

名而来，只为在弄堂深处听一曲吴语《声声慢》，感受古城的

韵味和魅力。

除了传统文化形态的传承，漫步平江路，可以发现这里

的空间仿佛是跳跃的、交织的：许多年轻人着汉服、梳发髻

前来，网红店开在老宅中，评弹声与吉他声遥相呼应，烟火

气与文艺范相得益彰——平江路就像苏州的“双面绣”，既

传统又现代，既古老又年轻。

粉墙黛瓦石板路，小桥流水傍人家。在平江历史文化街

区，摇一把苏扇，听一曲评弹；或泛舟河上，或漫步街巷。何

处品江南？此处“最江南”。

新华社记者 王圣志 邱冰清
（新华社南京4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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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民俗文化

节暨三林塘

圣堂庙会活

动在三林老

街拉开帷幕。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周冠宇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陈龙摄

（上接第一版）另外，该船主要供方及物资目前也已锁定，正

按采购策略及计划实施，预计今年上半年可完成剩余采购

项目定标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爱达 ·魔都号”，第二艘国产大型

邮轮虽然尺寸更大、生产建造物量更多、管控更复杂，但其

总建造工时会压减20%。根据计划，该船将在2025年5月

实现第一次起浮，2026年3月底出坞，6月试航，2026年年

底之前实现命名交付。

另据了解，“爱达 ·魔都号”于今年1月1日开启商业首

航至今，已运营26个航次，服务10余万名国内外宾客。随

着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建造进入新阶段，相关合作方将继

续提升邮轮运营与邮轮建造的互动效应，加快构建中国邮

轮生态体系，助力我国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

入坞！第二艘国产
大邮轮建造进入加速期

（上接第一版）同时，旧金山是美国华人最集聚的地方，

上海也是美国人在中国最集聚的城市，希望推进两市各

界人士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交流，为两市乃至两国友好

带来有益成果。

布里德说，旧金山是一座国际性大都市，我们与全球

大城市建立伙伴关系，也注重与友好城市深化合作。旧金

山与上海有诸多相似之处，两市都属于美中经济核心地

带，都有悠久历史和共同价值，都在主动适应全球变化，

积极支持创新，勇于改变自己，并不断创造历史。期待与

上海在电动车、AI和医疗技术等领域互学互鉴，在智慧

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加强交流，以更深入的合作迎

来两市结好45周年。

推动高校科研机构合作交流

（上接第一版）

构建逻辑体系：人工智能无
法取代的阅读体验
“过去，读书是人们获取知识、丰富精神

世界的主要方式，即使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读

书也不可被取代。”中国科学院院士褚君浩

说，他正是因为学生时代接触了大量科学读

物才立志当一名科学家。

众多书籍中，对褚君浩影响最深的是一本

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顶级科普读物”——爱

因斯坦与英费尔德合著的《物理学的进化》。

与一般书籍侧重传递知识不同，这本书介绍了

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

和许多人一样，倪闽景从小接触的科普读

物是《十万个为什么》和《小灵通漫游未来》，这

些书为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昨天的阅读会

上，他向公众推荐了科普经典之作《从一到无

穷大》，并通过展示莫比乌斯环的小实验，启发

孩子们的好奇心。这位因在全国两会“委员通

道”演示“摸鼻子实验”而“火”上热搜的上海科

技馆馆长，一如既往地强调动手做的重要性，

而阅读则是构建逻辑体系的关键。

激发好奇心：“三个为什么”就
能抵达未知世界

飞鸟、恐龙、植物、昆虫……细细品读上海

自博馆这几年推出的科普图书不难发现，他们

并没有刻意去追求人工智能、量子物理等前沿

领域，而是选择讲好我们身边的动植物故事。

这固然与这些书的主要阅读对象是孩子有

关，但也传递着创作团队不一样的科普理念。“科

学并不是越高大上越好，任何一样东西，连问三

个‘为什么’，肯定能难倒科学家。”倪闽景说。

看到一位戴着红领巾的孩子走过来，他立

马做起了示范。“红领巾为什么是红色的？不同

人看到的红色相同吗？大脑为什么能把某种特

定的波长还原为红色？”果然，倪闽景的最后一

问现场问倒了一大片。

无需与最前沿的科技名词相连，我们身边

本就充满了未知，这也是倪闽景不断提倡科学

教育要激发兴趣、点燃好奇心的原因。在他看

来，“AI能一键获得知识，你会觉得什么都知道

了，但其实只要‘三个为什么’就能抵达未知世

界。阅读能让你建立起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

让你知道知识因何而来。”

  时代，科学阅读为何更重要

（上接第一版）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引驰赠

言：“乘坐地铁前往不同的工作岗位，手捧书

本通向各自的精神世界；记录地铁读书人的

身影，也是倡导在人生路途中读书不辍。”居

住在上海嘉定的荷兰籍画家“两米丹尼”分享

道：“在地铁里阅读创造了神奇的环境，让我

更加沉浸书中。”

上海随时、随处可见书香与美好生活相

伴的场景，热爱读书融入市民生活日常。阅

读让人发现多元的小径分岔，想象更多找回

彼此的可能。在金虹桥书集现场，艺文志、哲

人石、心 ·空间、译文纪实等出版品牌纷纷“出

货练摊”，第一时间捕捉读者的阅读偏好与口

味。“一位退休教师直奔摊位，要把‘数学桥’

书系收集齐，真切感受到双向奔赴的幸福

感。”有编辑如是感慨。

书房群落效应显著，激活“大
出版”正循环

近年来，上海诞生了一批新型书店，公共

文化服务新空间破土而出，让不少热衷探店

的读者直呼过瘾，文艺生活幸福指数提升。

书房群落效应显著，激活“大出版”正循环。

徐家汇书院广场、大隐书局、钟书阁、乐开书

店、渔书等空间，搭建起市民与悦读的约会。

淮海中路淮海百盛广场上，上海报业集团旗

下新华传媒首次发起的“新华悦读生活节”成

为一道亮丽风景。

难怪有读者感叹：一天里的好书、好作者、

好活动太多，投身参与的时间都不够切分了！

这也折射出上海的阅读图谱——不是读书日的

应景，而是365天的常态。一场场不落幕的书

展中，阅读成了市民的日常生活选项。实体书

店、读书会、城市书房不断涌现的背后，正是上

海政策扶持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

无边界的阅读不再局限于书本、不再拘泥

于文字，可以是一场沉浸式文化体验，可以是一

段或优雅或激昂的吟诵，也是线上线下的联动

赋能。当优质出版资源与美好阅读体验联手，

读者由此获得文化滋养与精神提升。上海图书

公司总经理石洪颖透露，今年旧书市集将走出

黄浦区，辐射全上海，以文化来增强公共空间的

吸引力，提升城市更新的融合力。

在浦东新区浦兴社区文化中心，上海作协

旗下上海文学创作中心、作家书店支持的浦兴

书香悦读节，可能是离社区居民最近的书香集

市。“让社区居民在家门口接触到优秀作品，感

受文学、阅读带来的精神享受。”上海作协党组

书记马文运说。

阅读也在突破更多“次元壁”。据统计，视

频读书成为市民日常阅读的有效补充，市民通

过观看视频平均阅读了7.76本书。老年人也热衷

于探索通过时兴的短视频来读书，银发、阅读、

技术在人民城市碰撞出为人乐见的阅读景象。

申城无处不书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