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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马亭亭 章萍/文 张培坚/摄）“非常幸
运能面对面地听大科学家的讲座，没想
到科学家就在我身边。”12月12日，宁
波大学青藤书院的科技节开幕式上，初
二（7）班学生沈昊泽难掩激动之情。

当天，该校特聘中国工程院院士、
宁波大学植物病毒学研究所所长陈剑
平教授担任科技校长。特聘院士当中小
学科技校长，这在宁波市尚属首例。当
天，还有8位专家一起受聘为学校的科
技辅导员。

今年5月，教育部等18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
工作的意见》，系统部署在教育“双减”
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

10月，宁波出台《“院士之乡”中小
学科学教育实施办法》，要求各校配备
科学副校长。江北区作为宁波市的唯一
试点区，正在推进中小学科技副校长聘
任工作，计划在本月内实现全覆盖，宁
波大学青藤书院作为首所试点学校先
行先试。

“同学们可以叫我陈老师、陈爷爷，

有什么创新想法欢迎和我聊一聊。希望
同学们从小植入科学家精神，学会做人
做事做学问。”当天，陈剑平在与学生见
面时表示，他愿意做同学们的科技启蒙
者，希望大家在繁重的学习之余找到兴
趣爱好并为之奋斗，打造专业核心竞争
力，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

陈剑平，宁波人，2011年当选中国
工程院院士，2012年当选发展中国家
科学院院士。他长期从事植物病毒基础
和应用研究，在植物病毒种类鉴定、病
毒与禾谷多黏菌介体关系、病毒致病和
植物抗病分子机制、病害发生规律和防
控技术、脱毒植物组织培养苗种产业化
等方面做了大量原创性的工作。

“院士就是科学家，学校把科学家
请进校园，学生们会认为原来科学家离
我们那么近，这无形中给他们一种动
力，更是一个榜样。如果通过这样的举
措，能让1%的孩子得到启发，就已经非
常有意义了。”宁波大学青藤书院校长
余勇介绍，义务教育阶段是学生科技创
新意识和能力形成的萌芽期，中小学的
科学教育质量对培养学生科学素养至

关重要。
根据宁波市教育局“院士之乡”科

学教育实施办法，下一步，该校将通过
开展普及性的校园科技教育活动、强化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能力、建强科学教育

师资队伍、开发科学教育精品课程等举
措，充分发挥校内校外科学教育资源作
用，以激发学生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
兴趣，普遍提升师生科学素养和科技创
新能力。

时间渐渐远去，但历史不能忘
却。现场的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
和大学生们，接力前一天五乡中学
学生在校园里宣读南京大屠杀遇难
者名录活动，将剩下的近300个名
字一一念出。

这是一堂馆校合作、大中小学
联动的大思政课。宁大海运学院国
旗队的同学神情肃穆地完成了升旗
仪式，全场高唱国歌。五乡中学史学
社的同学在前期搜集资料、撰写文
稿的基础上，现场作了《他们是谁？
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难？他们与我
们有何相干》的主题汇报演讲。逸
夫中学的学生宣读了《和平宣言》，
重温了入团誓言。五乡镇中心小学
的学生则以朗诵加合唱方式演绎
了《黄河颂》。

这是一次多维度认识历史的
纪念活动。来自五乡镇中心小学和
五乡中学的学生一起讲述了“紫金

草”的故事。
1939年，一位名叫山口诚太郎

的日本军医来到南京。此时的南
京，已经满目疮痍，山口诚太郎亲
眼看到了大屠杀给无辜中国民众
带来的深重灾难，内心受到巨大冲
击。没过多久，他因发布反战言论，
被军方勒令遣返。临行前，他将南
京紫金山下的二月兰种子带回日
本，在自家庭院种植，并命名为紫
金草。此后20多年，他在日本各地
进行反战和平演讲，并在所到之处
撒播紫金草种子，紫金草从此成为

“和平之花”被中日两国人民所知
晓。山口诚太郎在弥留之际，遗言
嘱咐自己的儿子继续“紫金草之
约”。

现场，同学们听到了宁波关爱
老兵志愿队成员刘妤女士分享的华
宣恩老兵的故事，他是一位安葬在
园区内、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宁波

老兵；也听到了知名抗战纪实文学
作家方军先生讲述的日本老兵东史
郎多次来华忏悔的故事。

这也是一次真正的项目式教
学。在老师们的指导和帮助下，五乡
中学史学社6名学生承担了此次国
家公祭日系列活动的15项工作。他
们说，这样的经历，收获远比付出
多。刘薇臻是史学社社长，也是此次
活动小组的组长，她说大家付出了
很多课余时间，对南京大屠杀这一
事件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不是以
复仇的心态去看待这一历史，但是
要在纪念中播下一颗不忘历史、珍
惜和平的种子。”

今天的宁波，为什么要展开这
样的纪念活动？五乡中学的师生们
说，守护国家记忆，是为了祈愿世界
和平。忘记昨日的苦难，则必将招致
未来的灾祸。他们愿意做历史的传
承人，让历史记忆“声声不息”。

“徐成东、徐立桂、徐立顺、徐永顺、徐
唐氏……”12月12日、13日，宁波市五乡
中学，33个班级1500多名同学接力宣读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字。记住是最好的怀
念，你若不忘，他便活着。学校希望通过这
种形式，唤醒民族的沉痛记忆，给86年前
死于非命的30多万罹难同胞一个安慰，
给生活在和平幸福中的当代中学生一个
警醒。

在接力宣读遇难者名字之前，学校将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共 3 册，8280
人）及部分新增名录分发给三个年级，每
个班级每个学生抄录5至7个名字在特制
小卡片上，并在背面写上和平宣言。12月
12日，30个班级按顺序来到布置过的教
室，第一个同学先献上由学校史学社学生
手工制作的“紫金草之花”，之后每人鞠躬
并念出自己书写的名字，随后将卡片投入
祈愿箱中。整个过程气氛庄严肃穆。

多名学生告诉记者，以前，南京大屠
杀是在教科书上学到的一个历史事件，知
道了遇难者有30多万之巨，知道了日本
侵略者的残暴，但并没有很具象的感触。
而这次一边抄写名字，一边看着这些遇难
同胞的信息和他们的遇难方式，心里便有
了不一样的触动。

高三的戴文韬同学说，他宣读的名字
里，有一个四口之家，在1937年12月13
日被无辜屠杀。鲜活的一家人转眼间消失
在侵略者的枪口下，当戴文韬试着想象那
种场景时，便有了比平时更多的思考。“珍
惜和平”也不再是轻飘飘的四个字。

此次活动的主要策划者、组织者，宁
波市五乡中学陈欢夸老师告诉记者，南京
大屠杀30多万遇难者，目前已知的名录
仅10665人，这还是经过各界人士不懈努
力才得来的。历史的灾难有时离我们很
远，有时又很近。“我们在《名录》的第851
页看到了两位宁波人：宋文生和沈子荣，
如果他们当年能幸免于难，我们可能正和
他们的后代坐在同一间教室里读书；如果
我们‘穿越’到那一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
悲剧也可能降临在我们身上。”以这样的
活动来纪念，是以己之声唤逝去之辈，用
吾之行寻先辈遗留之踪影，在“念”中回望
历史的尘烟，于“想”中窥探和平的身影，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宁波首例 院士出任中小学科技校长

如何让历史记忆“声声不息”？

宁波200余名师生举行公祭
1500多学生接力宣读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

1937 年的 12 月 13

日 ，侵 华 日 军 攻 占 南

京，30多万中国军民惨

遭杀戮。

86 年后的 12 月 13

日，来自鄞州区五乡镇

中心小学、宁波逸夫中

学、宁波市五乡中学、

宁波大学海运学院的

200 余名师生代表，在

浙东抗战老兵纪念园，

共同开展第十个国家

公祭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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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祭活动现场。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王伟/文 张培坚/摄

宁波大学青藤书院特聘陈剑平院士（中）担任科技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