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挑战”写青春 “科创”向未来

第十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决赛整体活动落下帷幕，我省高校科创作品惊艳亮相
并斩获佳绩——

■本报记者 任素梅

“这两口水井保障了我们村的日
常饮用、灌溉用水，我们再也不用靠
天吃水了！”看到奔涌而出的井水，四
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黄家坝
村支部书记赵正军激动地说。

日前，由江苏大学牵头的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山区和边远灾
区应急供水与净水一体化装备”，在
黄家坝村开展应用示范。以前，该
村饮水主要靠山上蓄水池收集的泉
水和雨水，每年 3—5月极度缺水，发
生滑坡等地质灾害时更无水可用。
江苏大学项目组通过智能勘测找
水、智能钻机打井，一次性成功打出
两口“幸福井”。

“高校肩负着服务国家战略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使命，办好人
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是我们办好特
色鲜明高水平大学的重要遵循。”江
苏大学党委书记李洪波表示，学校
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聚焦
行业科技前沿，瞄准关键核心技术
特别是“卡脖子”问题，加快技术攻
关，汇聚人才力量，把事业高质量发
展的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培养涉农人才，助力农业发展

“他为我国半个世纪产量最大、
用途最广、创汇最多的涡流室式柴油
机的研发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减轻了
千万农民的劳动强度，为我国内燃机

事业、‘三农’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
贡献。”10月 13日，江苏大学能源与
动力工程学院退休教师李德桃教授
获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燃烧学分会

“杰出贡献奖”，组委会给予其高度评
价。今年 90岁的李德桃，一生致力
于内燃机燃烧领域的科教工作，他的
奋斗历程是一代代江大人响应国家
号召、助推社会发展的缩影。

作为国内最早系统开展农机教
育的高校，江苏大学坚持以服务农业
机械化、智能化为使命，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不仅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农机
本科、硕士和第一位农机博士、博士
后，更为国家输送了近 9万名农机装
备人才和全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机
龙头企业管理者，还研制出我国第一
台半喂入自动脱粒机等首台（套）农
机产品，成为农业装备领域获国家技
术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数量最
多的高校，为农业机械科技发展和人
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9月 16日，在中国机械工业联
合会科技成果鉴定现场，一条智能
化育秧生产线忙碌地运作，送盘、铺
底土、播种、洒水、压穴、叠盘……一
会工夫，一个个盖土厚薄一致、种子
均匀铺撒的育秧盘就完成了。据江
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教授李耀明介
绍，这套育秧播种流水线创新性采
用横向进盘、双工位高效播种、多工

位洒水等方式，可以实现整盘气吸
式精密播种，“每小时的播种效率达
到 2000盘，以一万亩播种量计算，一
季播种就能节省50万元”。

据了解，由江苏大学研发的再生
稻收获机、大马力拖拉机、丘陵山区
果蔬茶灌溉装备等多项成果应用在
我省农业生产一线，助力句容成为首
批“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宜
兴成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在服
务乡村振兴和推进江苏在农业现代
化走在前作出了江大贡献。

此外，江苏大学持续完善学科
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和管理体
系，工程学排名进入 ESI 全球前
0.42‰，农业科学排名上升至0.56‰，
涉农人才培养数量大幅增加，涉农
行业就业和升学毕业生从 2012年
547名升至2023年2388名。

汇聚创新力量，激发科技活力

怎样既减轻农民负担，又实现增
收？又到水稻丰收季，这个问题始终
牵动着江苏大学智能农机装备理论
与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徐立章的心。

徐立章 2019年入选国家油菜产

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他围绕农
作物的智能化管理和精准作业，开
展智能化收获机械关键技术攻关与
集成、装备试验和示范，为相关农业
基地和农民提供耕、种、管、收的全
方位技术支持和指导。

什么是支持徐立章成为“为农科
学家”最坚实的力量？据了解，近年
来，江苏大学优化高端人才和创新团
队发现遴选机制，不断提升人才在解
决国家急需、攻克行业难题上的贡献
度。该校瞄准国家重大需求，组建学
科交叉大团队20余个，9人入选2022
年度高被引科学家，新增 50人次获
评国家级人才称号，在农机、食品、汽
车、材料等领域形成以国家高层次人
才领衔的重要科技创新力量。

日前，教育部公布第三批“全国
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示范
活动入围名单，江苏大学食品无损
检测与智能加工装备团队入选。这
是一支国内最早开展食品、农产品
品质无损检测研究的团队。面向食
品装备智能升级改造的国家重大需
求，团队研发的水果分级生产线、手
持检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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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足民生需求硬功夫 做好科技赋能大文章
■本报记者 任素梅 通讯员 单毅君 吴奕

近年来，南通市竹行小学以“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建设为契机，确立“足球育人、特色发展”
的办学思路，构建科学合理的足球训练体系，逐步走
上以足球为课程特色的办学之路。图为 11月 2日该
校学生开展足球训练。 翟慧勇 摄

突破技术瓶颈，关注社会民生，
构建未来图景……10月 31日，第十
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决赛整体活动在贵州
落下帷幕，我省高校大学生积极参
赛，一件件科技作品展现了我省青
年学子科创报国的使命担当。

据悉，我省高校在本次竞赛主
体赛中获奖作品 116件，其中特等
奖 17件，一等奖 27件，二等奖 30
件，三等奖 42件；“揭榜挂帅”专项
赛中获奖作品 96件，其中特等奖 21
件，一等奖 23件，二等奖 25件，三等
奖 27件，3件为擂主作品；“红色专
项活动”中获奖作品 70件，其中特
等奖 14件，一等奖 9件，二、三等奖
47件；“黑科技”专项赛中获奖作品
70件，其中星系级 12件，恒星级 21
件，行星级 25件，卫星级 12件。本
次国赛共有 51所高校获捧“优胜
杯”，我省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扬州大学、南京大学、南京邮
电大学、江苏大学、南通大学等 7所
高校捧杯。

我省不少高校获奖作品突破技

术瓶颈，利用智慧结晶助力产业升
级。南京大学项目团队对存算一体
原理的通信应用、模拟存算芯片的
研发迭代等进行一系列攻关，作品

“不忘初‘芯’，新信向‘融’——基于
存算一体芯片的无线通信系统”获
主体赛特等奖。苏州大学轨道交通
学院获奖项目“轨道车辆传动齿轮
箱健康管理‘专家’”，解决了车辆故
障诊断中故障样本不均衡、智能诊
断难解释等难题。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参赛作品“从‘高
智量’到‘高质量’：基于江苏省一百
家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调
研”获主体赛特等奖，为全国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参考和现实
借鉴。

我省一些高校获奖作品聚焦社
会民生，体现当代青年的社会人文
关怀。南京大学获奖项目“和平有
我，和平有你——新时代中国青年
的和平使命担当”在减缓全球气候
变暖的同时，解决察尔汗盐湖区“镁
害”问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多个
学院联合参赛的作品“可视可感智

能手术导航技术与系统”获主体赛
特等奖，实现了智能型手术导航新
模式。河海大学斩获全国特等奖的
项目“易地重生：跨县搬迁移民返贫
风险防范研究——基于全国最大跨
县搬迁安置区的调查”，为大型搬迁
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对
策建议。

南京财经大学获奖作品为社
会发展提供了“解困之策”。该校
经济学院参赛作品“调与不调：土
地二轮承包到期后延包的各方认
识与地方调整实践”获主体赛特等
奖，公共管理学院参赛作品“跨

‘时’而用，乘‘时’而为，时间银行
的实践效果与优化策略——基于
南京、西安、青岛的调查”获主体赛
二等奖，法学院参赛作品“警惕房
地产业的‘次生危机’——保交楼
政策的法治实践与制度透视”获主
体赛三等奖。

此次竞赛中，江苏第二师范学
院传媒学院参赛作品“为了不能忘
却的记忆——19处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地调查与研究”和该校学

前教育学院参赛作品“童归乡野，
‘麦’续百年——基于‘彩虹伞’乡
村儿童志愿服务团队发展十年的
田野调研”以独特视角和深入调
查，入围“红色专项”活动决赛并斩
获特等奖。

据了解，我省高校部分“黑科
技”作品吸引了观众目光。南京艺
术学院“O-GLOVE——手语翻译智
能手套”项目获评“黑科技”专项赛
星系级作品。据该校团队指导教
师陈光曦介绍，听障人士在日常社
会交往中经常遇到困难，久而久之
容易与社会产生疏离感。对此，该
团队为“手语族”人士设计一款可
实时转化手语和口语的可穿戴设
备，帮助听障人士获得更通畅便捷
的沟通体验，提升生活信心。“听障
人士出门用手语结合智能翻译手套
就能与外界正常交流，最终让手也
能‘说话’。”

另据悉，经竞赛组委会表决同
意，2025年第十九届“挑战杯”全国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将在
江苏举办，由南京大学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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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上，江苏大学主动融入乡村振兴、长江经济带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和“强富美
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不断扩大产学研服务半径——本报讯（记者 江教 通讯

员 古恺）近日，省教育厅、省体育
局印发《关于开展体育传统特色学
校创建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按
照“江苏省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创建
标准（试行）”，实施体育传统特色
学校创建工作，每两年开展一次遴
选工作。

据介绍，江苏省体育传统特
色学校是整合原体育特色学校和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由省教育厅、
省体育局联合命名的各级各类学
校（含幼儿园，不含体育类高校和
体育运动学校）。体育传统特色
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体教融
合发展，深化体育教学改革，强化

“教会、勤练、常赛”，构建科学、
有效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新模
式，更好地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
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
格、锤炼意志”。

《意见》要求，体育传统特色
校应做到组织管理规范有序，体
育课程有效实施，师资队伍配备
到位，体教融合深入推进，课外活
动组织丰富，体质水平稳步提升，
基础条件保障有力，体育文化氛
围浓厚。本科高校体育课总课时
不少于 144学时，高职高专院校
不少于 108学时。本科高校、高
职高专院校专任体育教师与在校
生比例分别达 1∶300和 1∶350，毕
业学生体质健康等级证书执行率
不低于 90%。中小学校应建成体
育俱乐部，符合“六有”标准，积极
参与推进青少年体育“5621”计
划，构建项目发展共同体。落实
每周小学不少于 4节、初中和高中
不少于 3节体育课，每学期安排不
少于 10节健康教育课，专任体育
教师与在校生比例达 1∶220。幼
儿园应建立幼儿健康检查制度和
幼儿健康卡（档案），建立幼儿视
力健康电子档案，每日户外体育
活动不得少于 1小时。

《意见》明确，各设区市教育
局、体育局要提高思想认识，强化
组织领导，加强政策支持和奖励
激励，把体育传统特色校纳入地
区教育、体育等发展规划，对体育
传统特色校进行合理布局，鼓励
建立“一条龙”人才培养体系，发
挥“5621”项目共同体参与校的协
作优势，建立高水平运动员在共
同体内对口升学通道，系统培养

有发展潜力的青少年运动员。同时，在本级财政预
算中列支体育传统特色校工作经费，逐步加大投
入。鼓励设区市出台对体育传统特色校的奖励政
策，包含对学校的奖励和对体育教师、教练员绩效
工资政策倾斜等。

此外，凡符合体育传统特色校命名基本条件
的学校，可自主申报，经地方审核、综合认定，最终
入选。原全国和江苏省体育特色学校和体育传统
项目学校（含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由省教育
厅、省体育局安排复核，考核通过后认定为体育传
统特色学校。

南京“思政好声音”
高校专场在南大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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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潇）
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
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驻宁
高校又有哪些新实践？日
前，南京“思政好声音”高
校专场在南京大学举行。
本场活动分为“导航”“启
航”“护航”“远航”四个篇
章，通过高校师生微党课、
大中小学思政课、高校实践
主题课等形式，多维度展现
南京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和高校思政课建设
成果。

本次活动联合多所驻
宁高校，共同呈现中国式现
代化的高校新实践和大中
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成
果及师生风采。在“导航”
篇章中，南京农业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教师陈蕊以“大
学与大地——‘科技兴农’
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
为题，从乡村振兴角度阐述
中国式现代化；河海大学港
航学院教师王玲围绕热点

话题“生态文明”，引导大
学生们携手共创生态现代
化。南京市秦淮区大中小
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联盟
则以“我们都是追梦人”为
主题，组织联盟内大中小学
和幼儿园共上一堂大思
政课。

现场借助相关融媒平
台创新性开设“南京大学生

‘思政好声音 •宁听青春
说’”专题栏目，面向驻宁高
校大学生征集思政宣讲微
视频。

据悉，自 2021年以来，
南京“思政好声音”先后以

“讲好党史‘四史’落实立
德树人”“永远跟党走·携手
向未来”“传承·马克思主义
我来说”为主题，举办了三
场现场展示活动，有力推动
了全市新时代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深化，
推动了大中小学思政课一
体化建设工作的研究和
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