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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清晨，嫦娥六号成

功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

肯盆地预选着陆区，开启人类

探测器首次在月球背面实施的

样品采集任务。图为6月2日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屏幕

上拍摄的嫦娥六号着陆器和上

升器组合体着陆月背的模拟动

画画面。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嫦娥六号
着陆月背

江南水乡“长”出了一片科创绿谷。

上海青西郊野公园西北侧，2400多亩
的华为上海青浦研发中心将于近期交付使

用；浙江嘉兴市嘉善县，毗邻西塘古镇的祥

符荡成为创新沃土。

科创绿谷横跨沪苏浙，地处由上海青浦

区、江苏苏州市吴江区、浙江嘉兴市嘉善县

围合而成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

今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进入第六个年头。如何以一体化思路和

举措打破区域壁垒、提高政策协同，促进要

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同时也发挥各地

比较优势，实现合理分工？

示范区如同“试验田”，成为探路高质

量区域协调发展的样本。近年来，以项目

为牵引，各地共同化解APU（加速处理器）
卡脖子难题，开展LNG（液化天然气）液货
系统国产应用，跨区域、跨部门通力合作

中，逐步蹚出校企联合、设施共用、集群攻

关的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实践新路。

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这片

“试验田”的创新成果也激活了长三角城

市 群 。 去 年 ，三 省 一 市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GDP）首次突破30万亿元，长三角地区
“万亿之城”达到9座，在全国占比超过三分
之一。

一条新规矩：互通有无形成
创新合力

位于青浦区金泽镇大观园片区的长三

角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由同济大学牵头沪苏

浙皖8所著名高校联合设立，汇聚科研优

势，更成为低碳企业的创新场。

全循环生态厕所、地埋式污水处理设

备、光储充一体化车棚……这里的种种新应

用源于校企合作的技术集成。随着同济大

学—宝业集团建筑碳中和研究中心等机构

挂牌成立，“政产学研”协同推进的科创平台

愈发多元。

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心主

任范骁辉也在示范区建起未来健康实验

室。他与华润三九医药达成战略合作，携手

共建创新递送技术联合研究院。

人才混编、队伍共享，校企强强联手，更

考较着人员考核、成果共享等机制创新。范

骁辉在这个联合实验室建起人才考核体系，

年轻科研人员不必“卷”论文，项目转化率、

成果影响力才是评价的重要指征。为推进

学科交叉研究，每个未来实验室必须由3个
以上学科共建。

新型研发组织模式加速策源未来产业，

这场试验一路从示范区拓展溢出。上海市

科委创新服务处处长刘晋元透露，三省一市

已基本建立起基础研究区域合作机制，启动

实施了第二批28个联合攻关项目，其中围
绕三大先导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共性技术

等需求，共同布局实施8个攻关项目，同时
正积极研究形成长三角基础研究基金。“让

更多研究机构互通有无，避免重复投入，更

好形成基础研究创新合力。”

一张创新券：设施共用加速
要素融通

技术创新离不开科学研究设施载体。

对中小科创主体而言，便捷高效地使用大型

科学仪器、科研设施，关乎创新产出的效率

与能级。

在长三角，一张小小的科技创新券，正

加速技术、资金、人才等资源要素融通，汇聚

成协同创新的强大势能。

▼ 下转第六版

“一体化”与“试验田”
沪苏浙皖在跨区域跨部门合作中蹚出一条科创共同体实践新路

谱写长三角一体化新篇章
勇当中国式现代化先行者
■本报记者 王嘉旖

一个汉字蕴含怎样的民族基因？

今人如何从明代留下的文本中读解文

旅融合的奥义？当气势恢宏的北京故

宫遇见金碧辉煌的巴黎凡尔赛宫，我

们又能看到东西方哪些和而不同的建

筑智慧？从一字一世界，到放眼世界

不同文明的载体，电视荧屏越发浓郁

的文化含量，展中华文明之璀璨。

赓续中华文脉，厚植文化自信。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召开一周年，一

批电视文化节目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

锐气，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推动

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

仅2024年，聚焦中华文明探源、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及中外文明

交流互鉴等主题，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东方卫视等陆续推出《“字”从遇

见你》《何以中国》《我在敦煌修文物》

《遇鉴文明》《斯文江南》等节目、纪录

片。电视荧屏用文化满屏的精彩陪

伴，为观众奉上文脉弦歌不辍、文明

生生不息的时代画卷。

穿越古今岁月，探究我
们民族的经脉气血

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

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

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

解未来中国。

日前，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

的纪录片《“字”从遇见你》第二季回

归，邀观众再度畅游汉字的世界。该

片每集5分钟的轻体量打通一个个汉
字的前世今生，在看似跳跃的叙事里，

探究我们民族的经脉气血、框架骨

骼。以“立夏篇”为例，片中将时节与

嵌入民族基因的潜意识并轨，讲述天

人和合理念如何润泽人们对万千气象

的体验，和先民如何达观、透彻地看待

“永恒山河”中的那些变与不变。

在如今海量短视频涌现的传播环

境中，一档小切口纪录片如何在信息

洪流中突围？主创坦言，中华文明的五

个突出特性，是创作者最大的底气。“有

些汉字是时光机，它会保存千百年前的

影像给今人。比如‘铸造’，简单几笔勾

勒出图像、固化成符号，几千年后的今

人，很快就看明白了当时的制作工艺。

有些汉字是传送门，它会帮助今人连

通现实与文字世界。再比如‘山’，从

华夏先民开始用它来指代天地之间最

伟岸的造物的那一刻，几乎就固定

了。”导演刘鸿彦说，汉字蕴含了中华

文明的规矩、变化、分寸与优雅，她所

展现的灵魂与态度已遗泽千年，至今

仍是规范我们个体的基本代码。

由国家文物局、上海市委宣传部

指导，国内首部立足于考古实证，讲述中国历史演进和文明溯源

的大型考古题材纪录片《何以中国》在东方卫视跨年播出。纪录

片团队前往国内200多个史前考古遗址和博物馆，记录考古发
掘的第一现场；同时用5G+AR、8K超高清等拍摄技术和电影表
现手法，再现古代中国场景，最终从秦汉为始追溯中国这个文明

古国的根基，体现文化自信源于“古”而成于“今”。

秉持开放包容，激扬文明活力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

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

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

《遇鉴文明》是总台首档以“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为主旨的节

目，节目每期一小时，以一中一外两个文明载体的交流为主题，

邀请中外著名文化学者，以访谈形式，配合外景短片、文艺表演、

AR环屏视觉展示等多种手段，展现中华文明的永恒魅力，凸显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积极影响和深远意义。第一季节目全网跨

媒体触达量高达38.6亿人次。即将播出的第二季节目依然包含
许多中外文明的奇妙相遇。当中国的圣贤孔子遇见了西方的智

者苏格拉底，他们之间的对话会擦出怎样的思想火花？当《洛神

赋图》里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洛神遇见带有神秘微笑的蒙娜丽

莎，又会解读出中西方画作中怎样有趣的故事？

▼ 下转第三版

一
批
电
视
文
化
节
目
奉
上
文
脉
弦
歌
不
辍
文
明
生
生
不
息
时
代
画
卷

文
化
满
屏
，展
现
中
华
文
明
之
璀
璨

■本报记者 王彦

制图：张继

■“好问题”之问②

关税减让惠企
如何做到应惠尽惠

    落地生效以来，
上海关区享惠进出口总值
达    .9亿元

融与破，音乐剧加速
抵达更阔的观众群

上海音乐剧市场热闹
非凡，业内人士提醒高质量
发展步伐要快更要稳

 刊第二版

 刊第五版 Remini黏土滤镜生成的海报和照片。

一夜之间，这个世界变“土”了！最

近，一款AI黏土滤镜悄然走红，将一切
轻松化为黏土，社交媒体俨然被“黏土

星人”占领。这个黏土世界有斑斓的色

彩、粗糙的肌理感，可爱又奇怪，甚至带

着几分傻气。“太治愈了，上头！”“恨不

得把所有照片都捏成黏土版！”全球各

地的很多网友，找到了同一件乐事：一

键穿越“黏土世界”，尽情探索“万物皆

可黏土”的新鲜玩法。

算法时代，每天都有新的AI滤镜
诞生。为什么脱颖而出的偏偏是黏土

滤镜？它精准拿捏住的，究竟是当代人

怎样的心态？

开盲盒式生成千奇百怪
的“丑萌”，让人上头

黏土滤镜最先由人工智能修图应

用Remini推出。凭借这款现象级滤
镜，Remini上月初快速冲上国内苹果
AppStore应用榜第一名。上传照片，
人们将得到风格类似《小羊肖恩》《超级

无敌掌门狗》等黏土动画的新图，不仅

人物如小泥人般立体，背景的蓝天、白

云、草地、桌椅、玩具等也一并切换成黏

土风，有时还会根据图片场景展开一些

智能联想，既有不俗的还原度，又增添

了几分喜感。

“黏土滤镜的走红，确有技术上的

创新之处。”对AI艺术长期关注的艺评
人于奇赫博士说，从技术层面角度说，

现实中黏土效果的实现，比素描、油

画、水墨画的效果更复杂，因此当这种

三维效果出现在滤镜中，会比传统滤

镜的二维效果更抓人。同时，黏土滤

镜的算法已趋于成熟，人体部分与背

景的组合通常能呈现出较为合理的视

觉整体。

▼ 下转第六版

把一切变“土”，一款  滤镜悄然走红引发对当代人审美的再思考

“丑萌”黏土滤镜何以拿捏住全球网友
■本报记者 范昕

 相关报道刊第三版

步入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界有一个共识：

善于提问将成为人的一种核心能力。也就是

说，提问比答案重要，培养学生提出高质量问

题的能力，也将代表教育质量的高低。

若以此为标尺观察当下的教学，很难不

让人心忧——

在基础教育阶段，“六年级现象”引发关

注。“很多孩子在幼儿园和小学时，总会围着

老师和家长不停追问‘为什么’，一般到升入

六年级时，喜欢提问的好奇心戛然而止。”这

是上海STEM云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计
算机软件理论研究所博士张逸中团队的一项

调研结果，他们的调研对象是参与青少年科

创比赛的选手。

在大学，学者们也为学生“提问能力不

足”心焦。 在复旦大学，“周末学堂”办到今

年已是第四个年头了，课程在不断扩容，投入

的资源也在加码，但有一种“温差”始终存在：

比起报名的“火爆”，高一学生步入梦想的“学

术殿堂”上选修课，在课堂提问环节却总是

“冷场”，甚至出现了家长替孩子提问的尴尬

一幕……

为什么孩子越长大提问越少？是谁偷走

了孩子们善于发问的天性？在越来越多的学

者看来，这些已成为学生创新思维培养亟待

打通的痛点。

孩子提问的热情去哪儿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彭慧胜

一直对青少年科普充满热情。他发现，自己

在幼儿园作科普报告，小朋友会像潮水一样

涌上来，还会拉着他说，以后想当化学家；为

小学生作报告时，一到提问时间，孩子们热情

高涨；但到了初中，举手提问的学生就稀稀拉

拉没几个了；到了高中，即便是知名高中，报

告还没开始甚至就已经有学生睡着了。彭慧

胜一开始非常纳闷，担心自己准备得还不充

分，后来他发现，到了高中阶段真的只有很少

一部分学生还保持着对新鲜事物的热情。

北京师范大学创新教育研究中心刘坚教

授说，基于标准答案的考试及与之关联的人

才筛选模式，正让当下学生陷入“学业过剩”

陷阱。所谓“学业过剩”，主要是指以获取标

准答案和高分数为趋向，以死记硬背为主要

方式的学习、教育和评价的总和。可能正是

“学业过剩”，消磨了学生提问的热情。

“我们的学生已经习惯基于纸笔测试的

考察和评价，在整个升学链上都在忙着寻求

标准答案，相对而言，自由思考、自由探索的

时间很少。”上海科技大学附属学校数学教师

张余婷以数学学科为例说，数学本应是最考

验思维能力的学科，但从小学到大学，数学题

一般都设了标准答案。 ▼ 下转第二版

“提问能力不足”已成为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亟待解决的痛点

为什么孩子越长大越提不出问题
■本报记者 张鹏

位于上海松江的G60科创云廊。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