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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成都青羊教科院附中开学
典礼上，同学们如潮水般的掌声给了84
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陈鲸。由封面新
闻、四川科技馆联合主办的全国科普日
系列活动——开学第一课·院士来了，
在成都市青羊区正式拉开帷幕。

“在科学探索中，乐于坚持学习攻
坚克难，善于耐住寂寞坐冷板凳。”陈鲸
把自己60余年的科研生涯体会向青羊
教科院附中400多名师生分享。30分钟
的演讲中，陈鲸院士一直坚持站着讲
课，他甚至风趣地说，自己做科普讲座
可以站着讲两三个小时。

“祖国让我们去哪我们就去哪”

陈鲸出生于1940年，9岁才读书，特
别珍惜和感恩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家国情怀和赤子之心成为刻进他骨子
里的信仰。“祖国让我们去哪我们就去
哪，没有挑挑拣拣，以国家需要为自己
的兴趣点。”这位“80后”院士在尊重现
在年轻人想法的基础上，建议大家：不
仅要为自己的小家作贡献，还要为国家
作贡献。

作为通信与信息领域的专家，陈鲸
主持研制了中国首套卫星频谱监测管
理成套设备以及中国首套空间监视系
统，联合主持设计研制完成中国首套卫
星遥感数据信号接收处理系统，还在科
学试验卫星演示验证设计研制及新一
代数字阵列空间监视雷达系统建设中
发挥了引领作用，获得了两个国家科技
进步一等奖、一个二等奖。

“搞科研需要长时间的攻坚克难”

“科学探索旨在揭示自然规律，解
决未知问题。勇于挑战未知是科研精
神的核心。”陈鲸说，他从1963年大学
毕业到1983年，一直在做专题技术研
究——把在学校学习的理论知识，运用
到单位的专题实践中，变成自己的实际

工作能力。然后，才开始承担卫星监
测、卫星遥感技术、中国空间试验卫星
等大系统工程。这些工程，每一项都花
了至少十年时间。

科学研究往往会面临各种困难和
挑战，如资金缺乏、设备不足、时间紧
迫等。但是，正是这些困难和挑战激
发了科学家们勇于挑战的精神，通过
不断攻坚克难，最终取得重要的科研
成果。“搞科研需要长时间的攻坚克
难，8小时工作制是不够的，很多工作
都在8小时外完成，连吃饭都在搞研
究。”陈鲸说。

科学研究需要保持内心的平静和
专注，不被外界的喧嚣所干扰。陈鲸举
例说，他曾经和团队十几个人几年搞一
个项目都没有出成果，一年到头大家一
共才领了1000多元的奖金，但是大家并
没有气馁，反而是坚持一个问题一个问
题地解决，最终把冷板凳坐热。

30分钟演讲，84岁老人没有坐

退休后，陈鲸院士一直关心科学教
育，从事科普工作，前段时间还去了宁

夏、贵州等地讲科普。
9月2日在青羊区的演讲，他亲自制

作PPT，三易其稿。走上讲台演讲，工作
人员考虑到他的年龄，为他准备了桌
椅，但陈鲸院士精神矍铄地走上台说：

“我不用坐，站着讲。”
他告诉同学们，科学领域日新月

异，科研工作者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
新技术，保持对前沿知识的敏感度，并
应用于实际研究中。据了解，陈鲸到了
84岁还坚持网上学习，坚持每天走5000
步。演讲中，他谦虚地对同学们说：“我
给你们做报告，也是在向你们学习。”

“我的大学成绩中上，重要的是工
作中怎么学习。”他特别叮嘱同学们，要
珍惜大学黄金时代，不要想到上了大学
就可以放任自流。在大学学习了理论
知识后，到工作单位还要把书本知识转
化成实践中的应用，“我做的100多套设
备，都用起来了。”

他鼓励同学们，在学习中成长，在
社会中成熟，在工作中成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峥
摄影报道

9月1日，四川电影电视学院迎来了
2024级新生开学典礼，5位来自大凉山的
彝族少年闪亮登场，演唱了歌曲《奔赴未
来》，富有民族特色的风格，加上纯粹治
愈的声音，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气氛。

据了解，这5位少年是彝族少年乐队
“拾光者计划”成员，而他们中的4位是四
川电影电视学院2024级新生代表。

凉山版“放牛班的春天”：
6个彝族少年组乐队走红

“拾光者计划”，是一支由6位彝族少
年组成的原创乐队，他们来自凉山州美
姑县不同乡镇的农村，小学时就在一所
爱心学校相识，这所学校的孩子都来自
单亲甚至父母双亡的家庭。幸运的是，
在学校老师和一众爱心人士的支持和
带领下，这6位少年渐渐找到了他们共
同的爱好：音乐，也都在心中种下了一
颗梦想的种子。2019年暑假，6人决定
组建一个乐队，取名“拾光者计划”。他
们希望能够拾起那些过去的时光，传承
优秀的彝族民歌，也希望团队一直走下
去，未来能有很多个十年。6名少年从此
一边学习文化课，一边学习乐器和作曲

等音乐专业知识。
“拾光者计划”乐队的歌曲都源于生

活和对彝族民歌的感悟，如今已颇有名
气，6位少年先后参加了央视《经典咏流
传》《乐在旅途》等节目的录制，还到北京、
浙江、重庆、湖南、广州等地演出，推出过
原创专辑，夺得过《中国彝歌会》冠军……
6个曾经胆小内向的孩子，用歌声找到
自信的笑容，他们的故事也被越来越多人
知晓，被称为凉山版“放牛班的春天”。

4名乐队成员考上川影：
续写与学校的美好缘分

在四川电影电视学院2024级新生
开学典礼现场，“拾光者计划”乐队成员
作为新生代表登台献唱，其背后也有着
一段充满机缘的成长故事。

十几年前，四川电影电视学院舞蹈
学院院长沙呷阿依还在中央民族大学
任教，她和几位教授希望能够帮助失依

儿童，便建设了凉山彝族妇女儿童中
心，为孩子们成立艺术团，“拾光”少年
们在那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此外，

“拾光者计划”乐队成立后，四川省电影
家协会副主席旦真旺甲导演还带领四
川电影电视学院团队，拍摄了公路音乐
电影《拾光者计划》。

如今，“拾光”少年们听取了沙呷院
长的建议，其中的4位成员吉夺曲一、沙
马拖千、吉克金华和吉竹石作，成功考入
了四川电影电视学院音乐学院，成为了
新的“川影人”，也将续写与川影的美好
缘分。

值得一提的是，在学校新生报到当
天，旦真旺甲导演作为4名新生的特别家
长也来到川影。他说，孩子们如愿进入
川影，继续追逐音乐梦想，他非常欣慰，

“此次新生开学典礼上‘拾光者计划’乐
队的表演，为新生们开启了一段充满希
望与挑战的大学之旅。相信在未来的日
子里，这些新生们将在四川电影电视学
院这片艺术的沃土里，绽放出更加绚烂
的光彩，用他们的才华和努力，书写属于
自己的精彩篇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旭斌
图据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开学第一课》在央视播出
一同领略“可爱的中国”

据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由中宣
部、教育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
办的公益节目2024年《开学第一课》9
月1日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后取得积
极反响。观众认为，节目采用“多地实
景课堂”的模式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的图景，潜移默化地进行了爱国主义
教育。

今年的节目中，文字学专家、历史
学专家、野生动物救护者、奥运赛场体
育健儿、空降兵军模范、军用运输机机
长、人工智能专家、航天科技专家等嘉
宾，通过讲述自强不息的奋斗故事，展
现从殷墟甲骨窖穴到青海雪豹栖息地，
从伶仃洋上跨海大桥到嫦娥六号登陆
月球背面的画面，力求让广大青少年看
到祖国壮美的大好河山，感受祖国日新
月异的进步，一同领略“可爱的中国”。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董
竹娟表示，今年的《开学第一课》将“爱
国”这一宏大主题进一步具象化，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环境保护、奥运精
神、国之重器、人工智能等多视角多维
度，潜移默化地向中小学生传递一种信
念，即爱国是朴素的、真实的，是在一代代
中国人接续奋斗中不断丰富、传承的。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
区教育体育局局长李美荣说，今年的
《开学第一课》从中国的文字演变看中
华文明的变迁，从龙的形态变化看多元
一体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从巴黎奥运会
看中国运动员的拼搏精神……每个故
事都融入了中华文明的清晰文脉，让孩
子们感受到了中国精神，这样的课程有
情境、有故事、有力量，有助于培养孩子
们的中国视野和中国格局。

同步播报

亲自制作PPT，三易其稿

这堂开学第一课 84岁老院士坚持站着讲

“拾光者计划”乐队4位成员迈入大学校园

凉山版“放牛班的春天”彝族少年为开学典礼献唱

84岁的陈鲸院士站着为同学们讲“开学第一课”。

“拾光者计
划”乐队成
员在开学典
礼上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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