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 21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五塔寺东街小学学
生在试戴消防呼吸器。

为迎接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五
塔寺东街小学与玉泉区大召大盛魁景区专职消防队共同开展

“消防知识进校园”活动。在活动中，学生们学习使用消防器
材，体验消防员的日常工作，参加“火场”紧急疏散演练，在寓
教于乐中提高安全自救意识。

自1996年起，我国确定每年3月份最后一周的星期一为
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旨在全面深入地推动中小学生安
全教育工作，大力降低伤亡事故的发生率，切实做好中小学生
的安全保护工作，促进孩子们健康成长。2017年全国中小学
生安全教育日为3月27日。 新华社发（丁根厚摄）

内蒙古：
“今天我当消防员”

3月 22日，由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无人机自

主控制实验室师生组成的“飞鹰队”归国。他们捧回

了一个形状简洁的金色奖杯，这是对冠军的褒奖。

行李还搁在实验室，媒体已经找来。几天前，

“飞鹰队”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无人机及

机器人领域国际顶级赛事中获得单项冠军。

这是他们第一次出征如此规格的国际大赛，仿

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挑翻了一众江湖高手。带

队老师坦言，去之前还有些忐忑，现在知道，只要潜

心把事情做踏实，自己的技术也并不落后于国外。

66秒锁定胜局

这一赛事每两年举办一次，主办方为阿联酋哈

利法大学，现已发展成为国际无人机及机器人领域

的顶级赛事之一。

本届赛事共分为初赛、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

要求参赛者开发出能够在复杂动态环境下自主执

行任务的飞行器与地面车辆。挑战赛的目的在于

创造一款能在模拟灾难应急情形下完成各种任务

的具有较高自主控制水平的交通工具。

北理工无人机自主控制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

室系统工程师宋韬介绍，比赛场地类似一个足球

场，场内行驶着一辆电瓶车，电瓶车顶上画着供无

人机辨认的标识。“比赛最重要的考察点，就是无人

机的自主性。”所谓“自主”，就是无人机从起飞到降

落，应做到无人干预。无人机起飞后，会利用随身

携带的摄像头（光电云台）寻找车辆，将其锁定，之

后展开跟踪，并判断出自己和车辆的相对位置，寻

找合适时机降落于车辆顶部的平台上。

“着陆的时候挺危险，这一项目炸机率很高。”

北理工无人机自主控制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

任林德福教授说。一般来说，参赛团队都带来了 8

架左右的无人机，如果训练和测试中出现什么突发

情况，还能用其他无人机进行替补。

因为时间紧，“飞鹰队”一共就准备了两架无人

机。不过，他们的降落成功率达到 90%以上，就用

这两架无人机，“飞鹰队”也撑到了最后。

从现场视频来看，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气呵

成。无人机起飞，发现目标，调整姿态，追着车辆而

去，然后下降、减速，稳稳降落。

他们只花了 66 秒，和第二名拉开了半分多钟

的差距。

多学科协同 让无人机
“聪明”起来

一战成名天下知。林德福回忆说，参赛对手对

他们的表现，既觉得惊喜，又深感不可思议。毕竟，

该比赛全球有 143支队伍报名参赛，最终 26支世界

强队进入决赛阶段。同场竞技的，还有卡内基梅隆

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帝国理工等世界名校。

“我们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技术积累。”林德福

说。北理工无人机自主控制实验室就是围绕无人

机自主控制、协同控制和查打一体化研究做文章。

无人机涉及到数学、飞行力学、光电、图像处理和通

讯等多种学科，实验室成为平台，聚合校内多学科

力量，牵引无人机自主控制能力的提高。“北理工是

工科院校，我们也注重技术的工程化，因此我们的

无人机表现出更好的鲁棒性和可靠性。”宋韬说。

为了让无人机有更好的环境适应性，“飞鹰队”考

虑良多。比如，比赛地区正午太阳毒辣，炫光强烈，别

说是机器，就连人也很难看清楚太阳直射下的标记。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团队里做视觉的博士生用深度学

习的方法，模拟拍摄诸多强光下的照片，训练无人机进

行识别。再比如，和无人车不同，因重量限制，无人机

无法搭载过于复杂的器件。这就对团队的算法提出更

高要求，他们必须对软件进行优化，在硬件条件无法达

到最优的情况下，实现较高的在线实时处理速度。

“这次比赛，实现的是人工智能的初级阶段。”

宋韬说。具备智能的无人机，在未来的智能交通中

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它能自动识别交通拥堵点，还

可以进行边境巡查，用于森林防火。“复杂情况地面

救援，水上船只无人起降……这些都是应用场景，

我们正在做相关研究。”林德福表示。

大赛夺魁，增强了队伍信心，对后续人才培养

也有助力。林德福和宋韬已经跃跃欲试，为下一次

比赛做准备。稍事休整后，团队将总结这次比赛中

的经验教训，取长补短之后再出发。“在人工智能的

研究上，我们要不断深入。在紧跟国际目前主流大

方向的同时，通过多学科交叉，开拓我们的原创性

方向。”林德福这样展望。

北理工“新鹰”何以在国际顶级无人机大赛夺魁

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近日陆续公布了全国

高校 2017 年自主招生简章，参加自主招生的考生

３月底前须完成网上报名。今年全国有 90所高校

试点，其中 77 所院校面向全国或多个省市地区招

生，13所院校面向学校所在省市招生。

自主招生是扩大高校自主权、深化高校招生录

取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对选拔优秀创新人才

的新探索。根据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做好 2017 年

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对于自主招生这

种招生类型，有关高校录取优惠方案为最低录取控

制参考线上增加一定分值，达到要求的考生予以录

取。通俗地说，试点高校可根据考生情况进行“优

惠降分”录取，直至降到一本线。

综观今年各校的招生简章报名条件大同小异，

所有的试点高校都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信

息学等五大学科全国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获奖，作

为理科专业自主招生的“入场券”，只是要求获奖的

等级略有不同。

五大学科“奥赛”获奖成为理科专业自主招生

的“硬性条件”，然而圈里人都知道，高中生仅凭高

中课本上学到的知识，而不报名参加竞赛辅导班，

想获奖那是“白日做梦”。

一名高中物理特级教师在一次大会上坦言，自己

若不进行专题培训，报名参加中学生物理竞赛也获不

了奖，有的题甚至自己连题目都看不懂。许许多多高

中生为了获得自主招生的“入场券”，晚上和节假日奔

波于各种竞赛辅导班，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导致学生

身体素质下降。教育部早在2001年就明令禁止“奥

赛”成绩与招生挂钩，2014年开始取消“奥赛”高考保

送，2015年起取消“奥赛”加分，而自主招生却以“自

主”为名，将“奥赛”获奖作为降分录取的“敲门砖”。

理科专业自主招生不能只盯着“奥赛”获奖，“入

场券”也要创新。自主招生的目的是为了选拔对所

报专业具有强烈的兴趣爱好，发展潜力大的偏才怪

才等特殊人才。自主招生莫忘初衷，试点高校应着

眼于对考生的兴趣爱好、发展潜力进行评价，真正考

出学生潜能、学习动力、适应性，然后择优录取。

高中生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适度发展自己

的特长，本不会加重自己的负担。因为兴趣是最好

的老师，有了兴趣就有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就会废寝

忘食乐此不疲，为兴趣爱好所有的辛苦付出都会成

为一种享受。同时，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在哪里花时

间下功夫就会在哪里有收获，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

花时间，就会在兴趣爱好上取得不同常人的成绩。

此外，试点高校还应发布《自主招生录取学生

发展情况报告》，对自主招生录取学生进行跟踪评

价，主动对自主招生绩效进行评估，适时调整自主

招生政策。

自主招生莫忘初衷“奥赛”获奖不可再成“入场券”

新闻热线：010—58884108
E-mail：kjrblgm＠163.com

3月 21日，银川九中阅海分校的学生在现场体验“酒驾
3D眼睛”。

当日，为迎接 3 月 27 日第 22 个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
日，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交警一大队民警走进银川九中阅海分
校，为学生们带来一堂生动的交通安全课。交警现场为学生
讲解交通手势和交通标志，以增强学生交通安全意识，提高自
我保护能力。 新华社记者 王鹏摄

宁夏：
交通安全进校园

3月22日，河北省广宗县实验小学学生在体验便携式测风仪。
当日，河北省广宗县气象局联合广宗县实验小学开展“零

距离体验气象科技”主题科普实践活动，向小学生普及气象科
学知识，迎接3月23日世界气象日的到来。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河北：
气象科普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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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新闻

3月 21日，在安徽省合肥市朱砖井污水处理厂，专业技
术人员为学生们讲解污水处理知识。

在世界水日来临之际，合肥市瑶海区大兴镇钢红社区联
合辖区庐东学校共同开展“了解污水处理 爱护水资源”主题
教育活动。活动中，庐东学校的中学生们走进污水处理厂，在
专业技术人员的带领下，了解污水处理的工艺流程和知识，增
强节约和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新华社发（解琛摄）

安徽：
了解污水处理 爱护水资源

李焦明

本报记者 张盖伦

西部高校人才向东部高校流动被形象地比作

“孔雀东南飞”。

“手下留情”“你挖人家的人才，实际上是在挖

人家的命根。”尽管教育部多番表态“不鼓励”，但东

部高校的“挖人军团”却早已取得不俗“战绩”。实

际情况是，东部高校挖人时，很难“手下留情”。

这使本来就“贫血”的西部高校人才体系更加

雪上加霜。

面对这场“挖人大战”，如何建立一个没有编制没

有现行体制束缚，创新氛围研究氛围强的新高校？

无编制“创新港”可否让孔雀不再东南飞？

本报记者 马爱平 综合报道

“2017 年 危 机 感 更 强 了 ，极 不 稳 定 ，极 不 安

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才办公室主任庄世宏对

人才流失也有着切肤之痛。去年以来，地处陕西的

西北农林曾有几个人才要走的苗头，最后虽然挽留

住了，但这使庄世宏感受到了严峻的形势。

爱思唯尔近日发布的一份“2016年中国高被引

学者榜单”再次刷爆网络。不少人担心，进入榜单的

这1776名学者或将成为新一轮“精准挖人”的目标。

在“挖人”这件事上，东部高校显示出了“财大

气粗”。

最近，一所南方高校以150万元年薪来引进华中

师范大学的人才，还附加住房补贴、科研经费等“激励

条款”。华中师大党委书记马敏说：“如果一位人才被

好几个学校看中，他们还会竞争‘挖人’，争相抬价。”

据统计，“千人计划”青年人才最多的10所高校，

仅有华中科技大学一所中西部高校，其余高校均来自

东部——东部上海科技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方医

科大学、广东工业大学、深圳大学等非211工程院校

引进的数量，甚至超过了诸多中西部211工程院校。

正在纵深推进的“双一流”建设，助推了本已激

烈的“人才争夺战”。

不久前，教育部、财政部等联合印发了《统筹推

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

行）》，提出坚持扶优扶需扶特扶新，明确建设高校

将实行总量控制、开放竞争、动态调整。

对此，不少地方尤其是东部地区的政府部门已

明确对此进行大额财政支持，已公布“双一流”资金

支持计划的 10余省份，拟投入资金已超过 400亿。

除了购置设备、盖大楼之外，不少大学校长考

虑的一件事，便是招募“良才”，而地处中西部、收入

较低的高校名师便是“开挖”的好对象。

“‘双一流’的核心是人才竞争，中西部、东北地

区高校高层次人才流失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剧。”陕

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陈鹏甚为担忧。

既着急又无奈 10省投入400亿
西部高校对人才东流普遍担忧

上世纪 90 年代末，很多西部高校引进人才用

住房、留下人才靠感情，有时辅以行政职务安排等

手段，这些方法至今依然在用，但效果已大不如前。

一名西部高校领导透露，“校内一位二级教授，

享受国务院津贴，加科研业绩及职务绩效，一年不

到 20万元，而他在东部高校工作的同班同学，一年

收入可达几十万元。一场同学会下来，他的心情可

想而知。”

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杨保建表示，改变高校的人事分配制度，将编制

和结构管理的权利交给高校，能让高校吸引人才的

办法更灵活，加上对教师住房、子女入学等问题的关

心，归属感也能让人才“记得住乡愁”。担任昆明理

工大学副校长多年，他发现最高端的人才不是靠待

遇就能留下的，“有没有科研的基础条件很重要”。

依托于自然及人文资源的特色学科，是不少西

部高校为吸引“凤凰”筑起的“新巢”。“能得到国家

支持的通常不是技术性研究，而是针对资源和地方

特色来开展的研究，一旦有成果，就容易填补空

白。”新疆农业大学副校长蒋平安说。

“除了加大对西部院校的资金支持力度，让那

里的教师能够衣食无忧，硕士点、博士点建设一定

要重视。”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左东岭认为，

高校以学位点建设作为突破口，是缓解西部人才流

失的有效方式，“作为高校老师，我们最在乎的是两

件事，能不能做喜欢的研究、能不能带出好学生。”

因此，国家对西部高校在学位点建设上予以倾斜，

或能让西部留住甚至吸引更多人才。

“限制人才流动是不可能的。”像蒋平安一样的

西部高校校长也早已意识到，他们要争取的不仅是

当地政府的支持，更需要国家政策的倾斜，西部高

校的发展需要更多机遇。

限制流动不现实
西部高校留人 科研教学硬件更重要 “尽管人才流动的原因很复杂，有薪酬待遇、生

活环境、自然环境的考虑，但你要东部高校的教师

去中西部，一般都不会考虑。”去年从北京高校转到

南京一位高校老师说。在他看来，高校人才的不合

理流动，可能会造成中西部院校被挖空，造成学科、

学校的没落。

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来形容西部高校的窘

境最合适不过。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大学发自内心的向自己

开刀，解决自己的短板。”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

希望西安交大能提供一个范本，趟出一条路。

王树国勾勒出一个“理想的大学”，体制机制硬

件软件“超前”。这个理想的大学是由西安交通大

学为主参与建设的“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学生

每人一个单间，专家公寓最大 280 平方米，现代化

的设计，开放的校区，构建了一个新的大学形态。

王树国说，这是一个没有围墙的“智慧学镇”，

希望构建一个和社会互通，敞开的大学，融入社会。

新校园“创新港”，设计以“学生”为本，比如将

西交大上百个学科专业，整合新构建成 23 个研究

院，成立本科生院，实行大类招生，大四学生将会搬

到“创新港”里。

王树国说，对于学生未来的人生规划，“创新

港”是一个非去不可的地方。“创新港”由核心区与

产业区构成，核心区约 5000亩，将现代田园城市理

念与国际前沿“学镇”理念相结合。

“如果学生要到企业去，学校有校企联合研发

中心；如果学生要读研究生，学校有国家重点实验

室、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如果学生要到国外去，学校

有国际研究实验室。这些都是对学生开放的，给了

学生柔性化的选择，但是有一点，不许偷懒。”王树

国介绍。

“创新港”如同一个现代化的“海绵城市”，计划

明年建成使用，这里将成为新西安规划的科教城，

有一条专门的地铁线连接西交大老校区。

“我们将实行全新的人事体制，‘创新港’没有

编制。目的就是要为西部留住人才，把这里打造成

未来西部汇聚人才的高地。”王树国说。

西安交大将变成一个
没有围墙的“智慧学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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