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嘱托学生做一辈子百姓健康的“守门人”
华理成立
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
为我国低碳转型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时报记者 臧莺

日前，全国草婴文学翻译

大赛颁奖典礼在上海外国语

大学举行。大赛由上外俄罗

斯东欧中亚学院、教育部外指

委俄语分委员会、中国俄语教

学研究会、中国俄罗斯文学研

究会联合举办。颁奖典礼上，

上外副校长林学雷公布了获

奖选手名单。翻译家草婴家

属张盛海与来自复旦大学、华

东师大、上外的多位教授为获

奖选手颁发证书。

张盛海表示，草婴先生为

翻译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

生。草婴先生说过，他没有年

轻到可以浪费青春年华，也没

有年老到可以心安度日。草

婴先生直到生病前，仍笔耕不

辍，伏案工作。草婴先生与上

外有着深厚的渊源，“草婴外

国文学教育基金”在上外的设

立、全国草婴文学翻译大赛的

举办是对草婴先生的致敬。

张盛海呼吁所有俄语学习者

继承草婴先生的翻译事业，为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

展增光添彩。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

会长刘文飞教授对获奖选手

表示祝贺。刘文飞表示，俄语

文学被介绍到中国来，已有

150 多年历史，被翻译成汉语

的俄语文学作品汗牛充栋。

最近十几年，我国设立了多个

俄语文学汉译翻译奖，从一个

侧面反映出中国俄罗斯文学

研究和翻译事业的繁荣。

2017 年，在上外俄罗斯

东欧中亚学院成立大会上，

著名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草婴

的家属代表与上外基金会及

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分别签

订了“草婴外国文学教育基

金”及“草婴文学翻译奖”合作

协议，旨在奖励俄语专业学生

在文学作品翻译上取得的成

就。2019年，上外俄罗斯东欧

中亚学院正式发布“全国草婴

文学翻译大赛”通知。大赛为

俄汉文学翻译竞赛，面向全

国俄语翻译工作者、高校师

生、俄语爱好者等，共收到来

自全国各地的有效参赛稿件

442份。

全国草婴文学翻译大赛
颁奖典礼在上外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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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熟练地操作遥控器，

一边观察水上的帆船竞速，和

小伙伴比一比谁更强；飞机在

天空中炫技翱翔，即使秋雨绵

绵，也挡不住师生们的抬头仰

望及专注目光……近日，由市

科技艺术教育中心、东方绿舟

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第十三届上

海模型节举行。今年的上海模

型节系列活动以“线上+线下”

有机结合的形式展开，共吸引

了来自全市 16 个区的十余万

名中小学生参与。

“双减”政策出台后，有越

来越多的家长以饱满的热情，

投入到模型节活动中来，为孩

子创设更多机会，鼓励他们全

方位发展。邬同学刚学习航模

不久。据他的母亲介绍，儿子

此次参加的是无人机“3对3”的

空中格斗赛，不仅要在规定的

时间内和小伙伴默契配合，还

要有很高的专注度、战术策划

能力及战术执行力。邬同学的

母亲表示，虽然孩子参加航模

比赛要花很多时间训练，但作

为家长，她很支持，因为未来社

会的竞争比的不仅仅是学习成

绩，更是核心竞争力，而动手能

力、团队协作能力、逻辑思维能

力、对事物的专注度等都是核

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双减’政策的出台，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契机，让孩子可以更

无压力、心无旁骛地投入到这

些他所喜爱的兴趣活动中去。”

来自浦东模范实验中学的

朱老师告诉记者，“双减”政策

出台后，学校利用课后服务时

间开设了更多学生感兴趣的社

团，包括车模、航模、机器人社

团等。“孩子们都很珍惜每周的

社团时间，尽管训练也有艰苦

的时候，但热爱模型的孩子们

都乐在其中。”张耀文就是这样

一个孩子，今年六年级的他学

习车模已有3年，这次来到模型

节，准备参加“2对2”台球车和

智能巡线车两个项目。“我对车

模很感兴趣，虽然训练时也会

觉得有难度，但我还是会坚持

下去。”张耀文表示，赢得比赛

胜利的感觉十分美好，不仅让

他充满了自信和成就感，更觉

得之前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上海模型节在东方绿舟举行
吸引全市十余万名中小学生参与

参赛选手站在雨中操作遥控器参赛选手站在雨中操作遥控器，，进行车模比赛进行车模比赛。（。（活动主办方供图活动主办方供图））

中国“赤脚医生第一人”王桂珍走进上海健康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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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国家“碳达峰、碳中

和”战略目标，近日，“碳中和

未来技术论坛暨华东理工大

学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成立

大会”及“绿色工程前沿论坛”

在沪举行，包括 18 位院士在

内的近百位专家学者齐聚一

堂，以“碳中和：共同的未来”

为主题，共同探讨新时代“扎

根中国大地，办未来技术教

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据了解，论坛邀请到徐南

平、曹湘洪等 9 位院士，分别

以“碳中和科技创新的若干思

考”“碳中和与绿色高质量发

展”等为主题进行大会报告，

多维度、多层次、多视角聚焦

高质量发展科技前沿，通过科

教联动，推动碳中和技术创

新，服务国家碳中和战略。

“碳中和院士圆桌会议”

围绕“碳中和未来技术及教

育”主题，邀请专家展开研

讨。众专家指出本土教育培

养与国外教育的差异性，强调

要加强碳中和未来技术系统

性方案设计，始终坚持以自主

创新为驱动核心，以更包容的

心态迎接“双碳”背景下的技

术变革。同时，学院人才培养

要不拘一格，融合多学科与交

叉学科全面工程教育理念，稳

固强化教育-研究-创新知识

三角间平衡，实现人才教育培

养模式创新探索。

华理校长轩福贞表示，学

校将以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

的成立为契机，加快培养低碳

行业专业人才，持续推进能源

化工领域科技创新，为我国低

碳转型发展提供人才保障、专

业支撑和技术储备。

深入学习党史深入学习党史，，坚守初心使命坚守初心使命

时报记者 李婷

“脚上有泥巴、

肩上有药箱、心中

有人民”，王桂珍亲

历了“赤脚医生”到

“乡村医生”名称的

转变，也见证了中

国基层医疗卫生的

百年巨变。她曾多

次受到毛泽东主席

接见，曾登上天安

门城楼参加新中国

20 周年庆典，还曾

代表中国参加在日

内 瓦 举 行 的 第 27

届世界卫生大会并

发言……退休后，

她在浦东自费建起

“ 赤 脚 医 生 陈 列

馆”，让更多人了解中

国健康医学发展的

历史。

如今，77 岁的王桂珍精气

神依旧十足，她来到上海健康

医学院南苑广场，为师生代表

和周浦学区代表“同上一堂

课”。站在国旗下，王桂珍用

“上海浦东话”道出谆谆嘱托：

“你们都是学医的，以后工作了

千万不能忘本，病人永远是第

一位的。无论是以前的赤脚医

生、乡村医生，还是现在的全科

医生、家庭医生，我们的目标都

是一样的。现在接力棒已经传

到你们手上，希望你们秉承‘为

人民服务’精神，做全民健康

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和推动

者，做一辈子百姓健康的‘守

门人’。”

前辈的赤诚情怀、家国梦

想，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也

让王桂珍身旁的“90 后”全科

医生竺金笑对自己所从事的职

业有了更深的理解。2015 年

毕业后，竺金笑热心服务社区

百姓，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致

力于沪滇扶贫协作，展现了新

时代青年医师的家国情怀，还

获得了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

“这次特殊的升旗仪式，

是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激

发爱国之情、强化爱国之志的

重要仪式，也是深入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开展‘四史’宣传教

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一项

庄严承诺。”上海健康医学院党

委书记郭永瑾透露，学校正在

筹建赤脚医生博物馆，展陈王

桂珍的珍贵藏品，让它们发挥

更大的育人效应。她期待，上

海健康医学院的教师们作为

“健康答卷人”，要立德修身、

潜心治学、开拓创新，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学子们作为“新

的强国一代”，要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精神血脉，立大志、明

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

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

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