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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闻进行到底
文·本报记者 张盖伦

当“创客”一词升级成了“硬件创业者”，玩过航

模、电机还放过探空气球的资深创客飞鱼吐槽说，还

能不能做一个安静的创客了？

在国外创客网站instructables的首页上，不只有“自

行车手机风力充电器”这种极客范小玩意儿，还有人认

认真真地教你怎么做蓝莓味冰块，怎么给家里的椅子刷

出自己喜欢的图案，或者怎么编织出一条项链……

“有大量用户在无私的分享、交流，更新和不断

升级自己的作品，乐此不疲，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商

品化、创业、成功，而仅仅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自己

生活中的一个麻烦，并让更多人看到和一起讨论，希

望能给读者以启发，或者只是得到一个‘赞’而已。”

飞鱼说，“难道他们不算创客吗？”

随着“创客”概念大火，一些和飞鱼一样的老创

客们蓦然发现，自己践行的“创客”理念，成了某种意

义上的非主流。

开心造物才是正经事开心造物才是正经事
——做一个安静的创客

■图片故事

■教育时评
文·孙建清

■责编 林莉君

5月 9日，在上海市七宝外国语小学，一名家长向校
园内张望了解招生面谈情况。

当日是上海市民办小学 2015年招生面谈时间。据
上海市教委统计，今年全市共有 25133名适龄儿童在网
上填报民办小学，有25351名小学毕业生填报民办初中，
报名总人数比去年减少5成。去年民办学校面谈与录取
比平均为10比1，今年预计民办学校面谈与录取比平均
为4比1。

新华社记者 刘颖摄

上海民办中小学报名人数减半

■关注大学生创业

5月10日，在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西三旗校区，教
师陈冠亚（左）指导学生修复汽车挡风玻璃损伤。

当日，首届“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交通
运输职业学院西三旗校区举行。

“职业教育活动周”于每年 5月第二周举行，首届主
题是“支撑中国制造 成就出彩人生”。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首届“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

5月10日，“劳模”掏粪工吴保文通过图片向大学生讲
述掏粪工人的辛劳。

当日，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城管局环卫中心的“劳模”
掏粪工吴保文来到合肥工业大学与学生交流。他为大学
生们讲述了掏粪工人的付出和辛劳，也分享了他创建的

“吴保文爱心畅通小组”志愿服务队的爱心故事，向大学生
们传递志愿服务精神。吴保文在疏通城市下水道的岗位
上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曾荣获“全国优秀环卫工人”和

“中国好人”称号。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劳模”掏粪工走进大学讲堂

近日，胡润研究院的《2014海外教育特别报告》显示，

80%的中国富豪计划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这一比例

全球最高。在同级别的富豪中，日本只有不到1%的人会

把孩子送出国读书，法国不足5%，德国也不超过10%。

对于中国人而言，在择校时，为什么比其他地

区的家长更希望子女能够在海外接受教育？一个

主流的说法是：他们不惜充足的财力供子女就读国

际学校，是希望把子女推上国际平台，上一所国际

学校，获得国际视野。这样说当然也有道理。实事

求是地说，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教育质量

确实很高，中国人青睐海外名校无可厚非。

不过，中国人对海外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多，原因

很复杂，不单单是一个想受到好教育的问题。在我看

来，之所以80%的中国富豪计划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

教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教育体制与国外教育

的差异。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去国外读书，只要家长

肯投资，博士以前的学历基本上可以搞定。这也就是

中国有钱人为什么让子女海外留学的最主要原因。

要知道，在中国上学每一步都很不容易。从小

学到大学，再到硕士、博士，一直有一套严格的考试

制度和很复杂的录取程序，真可以说一天到晚考不

完的试，分成了学生的命根。当下，一个中国学生

要上一个好一点的大学，必须付出难以想象的努

力，取得较高的分数方能被学校录取。如果想成为

北大清华学子，竞争就更加激烈。

如果中国的富豪们愿意为子女付出巨大的教

育资金，那么赢得一个进入哈佛、剑桥、牛津这样的

世界名校的机会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人都懂得趋利避害，都喜欢走捷径，花钱能办到的

事，何必要在中国高考的千军万马中走独木桥呢？很

多中国人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说得冠冕堂皇一

些是接受好的教育，实际上，就是花钱直接上外国的学

校，很显然，这比在中国一路考下要容易得多、痛快得

多。有报道称，最近几年，亚洲富豪的另一项高额“教

育支出”是向名校捐赠。包括侨鑫集团董事长周泽荣

向悉尼科技大学捐款2500万澳元，潘石屹和张欣向耶

鲁捐赠1000万美元，高瓴资本的张磊向耶鲁捐赠888

万美元等。虽然不能说捐赠本身旨在为后代就读名校

铺路，不过，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捐赠毕竟是一个加

分项，甚至能确保子女轻而易举地进世界名校。

中国富豪喜欢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除了

走捷径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国内对海归人员的使

用仍然是重视的。对很多用人单位来说，他们还是

很乐意录用回国留学生的。正因为如此，中国有钱

的父母通常会选择子女留学，这应该没有什么可奇

怪的。可以断言，假如中国没有高考制度，假如中

国的教育资源没有那么紧张，80%的中国富豪计划

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的这一比例将大为降低。

希望子女海外留学的一个真实原因

社区创客实验室能够覆盖的范围毕竟有限，飞

鱼和陈武干脆创立了“创酷网”，用互联网把创客们

联合起来，在分享、协作的精神之下，给他们一个交

流的平台。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们试图做个“安静的

创客”。

均已过而立之年，飞鱼和陈武选择把推进创客

运动作为自己的事业。采访当天，陈武说，刚查了账

上的钱，十万块钱已经花完了。不过对于赚大钱这

件事情，他们并不着急。

“我们在赌一个未来。可能未来的商业模式就

是这样的，可能未来推动社会前进的不再是商业巨

头，而是普通的民众。我们站在时代拐点上，等待大

牛创客的成长。”说起自己所坚持的，飞鱼、陈武和宋

典，都提到了“未来”。

未来还没有来，现在进行的事情，总得撑到未来

到来的那一天。

末末和宋典着手把自己两年多来举办创客活动

的经验整理成文，将这些“干货”放上网络，用开放的

精神告诉可能感兴趣的人，要如何做一个创客空间，

如 何 办 一 场 创 客 活 动 。“ 我 们 会 找 一 份 工 作 ，把

Makerpapa作为业余爱好。”末末说，自己心里依然有

些乌托邦。他们不想因为要拿投资，而被投资人所

左右，做一些与自己内心理念不相符的事情。在找

到愿意不计较短期利益的投资人之前，末末和宋典

的目标是让 Makerpapa实现“收支平衡”，“能撑多久

就撑多久”。

张剑南和汤智丰则打算曲线救国，成立一个科

技公司，拿公司的盈利反哺他们的 Dorahacks。“我们

已经达成共识，Dorahacks要做纯公益。”既然找不到

有情怀的投资人，干脆自己干。

做有意思的事情，挣糊口的钱，推广自己认同的

理念。宋典和飞鱼说，这应该算是理想主义了。

5月 7日，李克强总理考察中关村创业大街。同

天，智丰和末末创了一个“宜家 Hack”讨论群。他们

打算以“宜家可以买到的一切”为主题，召集设计师、

艺术家等一切有奇思妙想的人，来一场拼接、组装和

改造的游戏。开心造东西，才是正经事。

赌的是一个未来

末末常常怀念她进圈时的那个“创客圈”。

其实离现在也并不久。2012 年，还在北京邮电

大学读大一的末末因为参与创客嘉年华，“误入”了

创客圈。“我看到了人的创造力和正能量。”从那之

后，末末的整个大学生活，几乎都与“创客”有关。现

在，末末和几个朋友一起创办了 Makerpapa（创客老

爹），做她一直在做的创客活动，也想着怎么扭转“被

玩坏的创客圈”。

“台湾对创客一词的翻译是‘自造者’。我觉得

这更贴切。”末末说，创客这个概念没那么玄乎，说白

了就是 DIY 爱好者，东西做得很“low”也没关系。

在林林总总的自造物中，可能只有不到 1%的东西能

够进化为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

那些“有趣而无用”的东西，本身就是创客玩心

大起的产物。管它什么技术含量、发展前景，自己玩

得开心就好。

创客陈武也还记得，六年前他初当创客，交出的

作品是一款魔方机器人。“给它一个打乱了的魔方，

它能帮你把魔方复原。”陈武自己又补充道，“其实没

什么用，但挺好玩的。”

对创客来说，“好玩”就是一种“有用”。末末感

慨，现在公众习惯于把“创客”和“创业”挂钩，仿佛给

创客指出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一些刚进圈子的

人可能会觉得，只有把想法产品化、商业化，那才是

成功。”

飞鱼有同样的感觉。他相信创造本是每个人都

拥有的能力，只是大家被大公司宠坏了，被消费主义

裹挟了；如今，生产工具廉价了，3D 打印降低了制造

门槛，开源和分享精神把制造过程去神秘化，这本该

是属于创客的时代。

“创客是一种生活方式。”动手、修理，或者“玩”工

具，攒机子，那都是创客。而创业，并非创客的常态。

“创客”不是创业者

高手在民间。

飞鱼相信，创客不一定都在创客空间。他们大

概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默默憋着大招。

“世界再大，离我很远。”飞鱼想把“创客运动”推

向社区、推向学校，抛却那些功利化因素，回归创客

的文化本源。从上一份工作离职后，飞鱼创立了“社

区创客实验室”，摆上 3D 打印机、激光切割机，给社

区居民一个炫酷的迷你创客空间。

“让孩子们知道，你身边就有个怪蜀黍在做

这 些 事 情 。”创 客 没 法 教 出 来 ，但 创 客 可 以“ 熏

陶”出来。飞鱼发现自己的熏陶好像初见成果，

因 为 最 近 一 个 来 过 创 客 实 验 室 的 孩 子 来 找 飞

鱼 ，说 家 里 电 风 扇 的 旋 钮 坏 了 ，能 不 能 用 3D 打

印机打一个。

他笑了：你看，他已经有自己做东西解决问题的

意识了。

末末和她的伙伴宋典，也在做着类似的事情。

他们想把“这么有意思”的创客活动，推广给更多

人。这也是 Makerpapa 的理念：让制造小白们开始

动手、共享知识，然后爱上制作。

为了让活动更“好玩”，末末和宋典在工作坊

开始之前，都会贴心地砍掉那些费心劳神的“不

好玩”环节。比如，激光切割木板是不好玩的，那

他们就先帮报名参加活动的人切割好；从头理解

代码很枯燥，那他们就让参加者回家后自己琢磨

原理。但是组装的过程有乐趣，让小机器动起来

会有成就感，于是工作坊的重点，就是给创客门

外汉们，奉上一段“自己动手做出一样小玩意”的

美妙体验。

创造，不是程序员或者理工男的专利。“跨界”，

本就是属于创客的关键词之一。末末和宋典愿意看

到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凑在一起做东西。他们通过

Makerpapa摇旗呐喊：制造非难事。

Hackthon，或者是编程马拉松，就是典型的跨

界。张剑南和汤智丰就在通过他们的 Dorahacks 进

行跨界玩家的召集。通常来说，参加 Hackthon的人

会有 24 小时或者 48 小时的时间，组成团队，碰撞创

意，直至开发出一款新玩意儿。汤智丰说，他们想

“持续地创造很美的产品”。

“在 Hackthon 中，如果一个团队里既有工程师

又有设计师，他们的作品会是最值得期待的。”计

算机专业出身的末末看到过科技与艺术的碰撞，

制造非难事，跨界有意思

学生电话订餐，确定宿舍楼位置，快餐

店用无人机送达宿舍楼顶，只需点击电脑，

无人机便可自主运输。5月 6日，一条“大学

生创业研制无人机送餐，5 月中下旬试运

行”的新浪微博先后被@人民日报@京华时

报@长沙晚报@重庆晚报@成都商报等多

家媒体发送。如此高大上的“天降大餐”，如

此高科技的“懒人神器”，引发了网民的一片

热议。

事件的主人公是来自西南科技大学一

支自主创业的学生团队——谢福林和他领

导的绵阳天羽航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不易，送餐无人机正改进完善
“目前，设备还在改进当中，怎样设置航

线、如何避免撞上建筑物、

如何控制飞行的高度以及

如何提高降落的精准度等

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当

然，安全性是放在第一位

的。”谢福林谈道。

西南科大国家大学科

技园内，5楼一间60平方米

左右的办公室，几个干劲十

足的年轻小伙儿，几台不停

工作着的电脑，还有挂在墙

上、摆放在地上的那些模

型、仪器。对谢福林的采访

就在这里进行。

他一脸幽默地说：“这款送餐无人机大

概能承载 3 到 5 公斤的重量，一次能运送 6

到 8盒盒饭。如果是一个宿舍的，就可以采

取团购。类似于网购的营销模式，考虑到运

送成本，我们会收取一定的运费，但不会太

昂贵，主要还是考虑用户的需求。如果买得

多，就可以‘包邮’。”

送餐无人机的主要研发者，是西南科

大大四学生胡浩。他说：“研制送餐无人

机的时间并不长，仅用了一个多月。我今

年的毕业设计就和航模有关，主题就是研

发出送餐无人机，实现自主运输。资金是

目前限制公司发展的主要问题，我们想要

与大公司进行合作，很期待找到志同道合

的人。”

送餐无人机和传统送餐方式相比，存在

哪些优势和不足呢？同为西南科大自主创

业的大三学生田西，在校外经营一家快餐外

卖店，在谈及二者的比较时，田西说道：“送

餐无人机是一个新兴事物，运用了先进技

术，十分吸引人的眼球，速度很快，会有一定

的市场。传统的送餐方式速度上慢一些，但

是人工送餐却可以与客户更好地接触沟通，

并及时得到用户的反馈信息。”

探索求知，让飞行更加简单
“研发送餐无人机是基于之前的农用无

人机”，胡浩讲述着他的创业故事。据了解，

该团队在去年研发出第一代农用无人机后，

今年又着力于研发第二代更先进的农用无

人机。农用无人机采用高效无刷电机作为

动力，环保且易保养，同时喷洒农药更加精

准。此外，天羽航公司已销售了 5架自主研

发的测绘无人机。

“之前美国也有相关的研究，但受到限

制，近日联邦航空管理局（FAA）放宽了对商

用无人机飞行的监管，未来将允许无人机飞

出视线外。”胡浩走到送餐无人机面前，打开

投放箱，将盒饭放入其中，说道：“无人机上

有自动驾驶仪和核心控制板，通过调节自动

驾驶仪就可以实现外卖送餐。”

“送餐无人机采用的是数传控制技术，

利用 GPS 定位，通过电脑操作，无人机将按

照设计好的航线，把外卖运送到指定位置。

当然，这中间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完善。”胡浩

说。

“研发送餐无人机意在探索求知，也是

为了给大家服务，让大家的生活更加便捷。

无人机并不仅仅针对学校，还会对外开放，”

胡浩说，“现在计划在今年五月份之内，可能

是五月中下旬推出。在此之前，会有一个试

飞阶段。”

“我们现在主要是本着‘让飞行更加简

单’的理念着力品牌打造，也想要做一些

DIY视频教程，让不懂飞行器的人都能了解

它，让这不再成为少数人的事情。”刘畅谈起

自己的梦想，便滔滔不绝起来。

创业艰辛，拼搏写就别样年华
作为西南科大的毕业生，谢福林和团队

2013年 11月注册成立了绵阳天羽航科技有

限公司——2 名研究生、4 名大四学生、1 名

大三学生和 3 名毕业生。他们主要致力于

无人飞行器的设计、制造和销售，也开展一

些航模知识的培训，同时提供航空摄影、创

意广告、航模表演等业务。

谢福林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航模协

会让我们走到一起。大学生创业十分艰辛，

一群人凭着一股冲劲聚拢。从最开始为了

筹集资金，啃着馒头当晚餐，到后来一步步

收支平衡，这中间历经了很多磨难。熬夜已

经成为每天的必修课，但即使是每天工作

10个小时以上，也无人抱怨。”

刘畅谈道：“创业的路上面临许多取

舍。选择创业并不仅仅是为了挣钱，而是为

了做一件自己非常喜欢的事情，并且努力地

去把它做好，这是一个从有意思到有意义的

过程。”

“人在一起叫聚会，心在一起叫团队。

团队的力量是无穷大的，虽然在发展方向上

曾有过小分歧，但大家的心始终是在一起

的。”刘畅扶了扶自己的眼镜。

团队的成员们每个月都有固定的工作

量，且会进行定期的考核。枯燥的工作之

余，大家会在一起弹弹吉他，聊聊音乐和梦

想。偶尔也因痴迷于工作，忘记吃饭睡觉，

于是泡面成为“抢手货”。

创业的路途虽然遍布坎坷，但这个团队

却从未言弃，谢福林一脸笑意：“在其位，司

其职。强烈的责任感和浓厚的兴趣会催促

我更加拼搏向上。” （郭盈）

送餐无人机送餐无人机，，天上真的会掉馅儿饼吗天上真的会掉馅儿饼吗

“非常酷”。

把不同背景的人用同样的精神凝聚在一起，然

后“摇一摇”。柴火空间的创始人潘昊在接受央视新

闻调查采访时说，这是创新的必要条件。当参与创

客运动的人足够多，创新，便可能从千千万万个看起

来“不着调”的实验中诞生。

““创客是一种生活方创客是一种生活方
式式 。”。”动 手动 手 、、修 理修 理 ，，或 者或 者

““玩玩””工具工具，，攒机子攒机子，，那都那都
是创客是创客。。而创业而创业，，并非创并非创
客的常态客的常态。。

图片来源Makerpap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