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出版：中国教育报刊社 ●值班主编：王强 ●值班编辑：梁昱娟 ●设计：吴岩 ●校对：刘梦 ●新闻线索征集邮箱：xinwen@edumail.com.cn ●纠错邮箱：jiaoyujiucuo@126.com ●发行热线：010-82296420

报头题字：邓小平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35 邮发代号1—10

农历癸卯年四月初八 第12141号 今日十二版

ZHONGGUO JIAOYU BAO
微博：@中国教育报

中国教育报
微信号

中国教育报
客户端

2023年5月 日 星期五26

“搭建6G网络仿真平台是热点也
是难点。仿真，也是大家进入职场后最
有可能接到的第一个任务。从我的工作
经验来看，打好通信专业知识基础，有
全局观，这样解决系统仿真问题时才能
摸得清、找得准。”近日，作为专业核
心课和校企共建课“通信系统建模与仿
真”的企业方教师，华为工程师余健走
进北京邮电大学，为信息与通信工程学
院本科生带来了一节生动的专业课。

“余老师讲授得特别全面，而且是
结合着业务场景来讲的，比课本上的内
容更进阶。他提出的好多问题也很前
沿，希望未来我也能投身国家6G事
业，为6G网络关键技术攻关作出自己
的贡献。”北邮2020级本科生刘语说。

作为新中国第一所邮电高等学府，
北京邮电大学被誉为“信息黄埔”“中
国信息科技人才的摇篮”。在总结北邮
的办学历史和办学特色时，北邮党委书
记续梅表示，“作为我国信息科技人才
的重要培养基地，建校68年来，学校
始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在服务
国家重大需求、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具
体实践中持续贡献北邮力量”。

为面向未来的领军人才
自主培养探路

北邮未来学院院长顾仁涛是个“老
通信人”。对比自己上学时，他发现，
今天，计算机学科和通信学科正不断从
相对独立走向交叉融合，“5年前，算
网融合还是一个冷僻的、不被很多人关
注的概念，但是当下，这个交叉方向已
经成了一个富有生机也充满机遇和挑战
的新热点”。

正如顾仁涛体会到的那样，随着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交汇叠加，
多学科交叉融汇与多技术跨界融合正在
成为常态，并不断催生着新学科热点、
新技术方向和新创新形态。面对不确定
的未来，培养能够应对未知挑战的学科
交叉型创新领军人才，成为当前时代对
高等教育的急迫需求。

2022年，北邮依托信息网络科学
与技术和计算机科学与网络安全两个

“双一流”优势学科群，成立了未来学
院。学院成立之初，顾仁涛和团队就在
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在借鉴校内外拔尖
人才培养经验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使人
才培养真正为未来蓄力？

调研中，他们发现，尽管交叉融合成为新时期拔尖人
才培养的共性特点，但不少融合实践还停留在把两个或者
多个学科知识简单叠加的状态。在顾仁涛看来，从课程开
设等角度看，这种方法尽管更易实现，但仍然将学生的知
识和视野限定在了特定方向。

“面对创新的无人区，难点不是为已经形成的技术交
叉点增砖添瓦，而是如何识别符合未来趋势的潜在交叉方
向，并组织相关力量形成从0到1的突破。”顾仁涛表
示，面向未来科技创新需求，尤其要培养学生在信息科技
领域任何已知和未来潜在交叉方向上进行科研攻关的能
力，“他们的未来有无限可能，难以被今天的我们所设想
和框定”。

对于自己和其他学院学生的课程，未来学院计算机类

元班2022级本科生玄益昕发现：“学
院对我们的课程做了很大的调整，比
如这学期我们的高数课就涉及很多矩
阵论的知识，但从常规来看，这些内
容本来应该是研究生阶段的课程。”

本硕博贯通培养需要重新设计学
生的“知识地图”，翻开未来学院学生
的课表，尽管课程名称变化不大，但
顾仁涛介绍，超过 70%的课程都是

“旧瓶装着新酒”的新建课。
除了在课程上突出专业打通、学

段贯通外，学院还在导师配备、国际
化培养和科研训练上下足功夫。“未来
学院的学生从大二开始就会在专属的
科研导师指导下了解和接触科研，我
们希望以此引导学生发展个性化兴
趣，避免成批式的标准化培养。”顾仁
涛介绍。

从散点式的实验班、创新班建
设，到如今“特殊政策护航、优质资
源倾斜、顶尖师资会聚、科研训练支
撑”的未来学院探索，北邮校长徐坤
表示：“未来学院的成立是学校在人才
培养模式变革上的创新举措。”

顾仁涛表示：“今天，我们国家在
信息通信领域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
继续支撑好国家社会经济建设中的信
息大动脉，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是北邮的使命所在，也是未来学院的
价值之根。”

为挺起中国信息通信产
业脊梁育人

“20世纪末，实验室研发出的高级
智能网系统，实现了我国在该领域零
的突破。21世纪初，实验室在VPN业
务管理方面的成果被采纳为国际标
准，这是我国第一次以起草人身份提
交建议并被采纳。”5月20日，在有着
20多年历史的北邮网络与交换技术全
国重点实验室，实验室副主任、北京
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王尚广细
说着实验室的成果。

在这间不大的展厅里走的每一小
步，都是中国通信事业发展的一大步。

从诞生之初开始，北邮就有兴业
强国的浓郁底色。面对我国通信产业
百废待兴、迫切需要培养和建立一批
自己的通信专业人才和研究机构的需
求，1955年，北邮应运而生。

如何传承强国之志，使之成为人才培养的不竭动力？
近年来，北邮不断推进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增
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亲和力和针对性，引导学生
将爱国之心转化为强国之行，始终为挺起中国信息通信产
业脊梁育人。

在人文学院教师张钫炜的课堂上，学生们总是能听到
熟悉又陌生的中国文化故事、最前沿的科技动态和社会热
点问题。

“网信报国首先要对我们整个文化有一个理解和认
同，然后才能有一颗中国心，做出来的东西才是中国

‘芯’。”作为承担学校英语公共课的教师，张钫炜的课堂
有着浓郁的北邮特色：北邮师生最新的科研成果、国际通
信领域的新突破、中外网络安全事件等，“用学生们的身
边人、专业事贴近学生，影响学生”。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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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5月25日讯（记者 林
焕新）日前，教育部印发通知，部署
各地教育部门和招生考试机构联合网
信、公安等多个部门和多家互联网平
台，深入开展“2023 高考护航行
动”。坚持以考生为本，聚合各方力
量，在考试组织、考试安全、政策宣
传、考生服务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举
措，着力解决考生和家长“急难愁

盼”的突出问题，全力实现“平安高
考”目标任务。

2023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
和招生考试机构将会同当地网信、公
安等部门集中开展“高考护航”主题
宣传、“清理互联网涉考公众账号”、

“点亮权威考试招生机构官网标识”
等多个专项行动，积极营造良好考试
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

考后，各地将充分利用信息化手
段，精心组织开展高考志愿填报专项
咨询服务活动，多渠道、多方式为考生
和家长提供政策解读、信息参考和咨
询服务。同时，各地教育考试机构还
将会同本地网信、公安、市场监管等部
门，加强涉考培训机构规范治理，制定
培训机构涉考信息发布负面清单，营
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环境。

教育部部署开展“2023高考护航行动”
着力解决考生和家长“急难愁盼”问题

本报北京5月25日讯（记者 林
焕新） 近期，全国各地气温迅速回
升，汛期即将来临，溺水事故进入高
发期，多地先后发生学生溺亡事件，
令人痛心。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特发布
预防学生溺水工作预警，提醒各地教
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高度重视，进一
步强化预防学生溺水工作，切实保障
学生生命安全。

一是压实工作责任。各地教育行
政部门要提请属地党委政府，按照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
管、谁负责”的要求，明确教育、公
安、民政、水利、农业农村等部门预

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职责分工，压实
责任，落细举措，形成联防联控、齐
抓共管的工作合力。

二是强化风险排查。各地教育行
政部门要会同公安、水利等有关部
门，以农村地区学校、村庄周边和学
生上下学沿途水域为重点，全面排查
安全隐患，完善安全警示标识，配置
安全防护设施，推动明确危险水域责
任单位和责任人，逐一落实隐患排查
治理工作。

三是加强宣传教育。各地教育行
政部门要会同宣传等有关部门，通过
新闻媒体、广播电视、微博、微信、

宣传标语等多种载体，开展形式多样
的预防溺水安全专题教育，介绍预防
溺水安全常识，强化溺水警示教育。
学校要在放学、放假前等关键时间节
点，做好预防溺水“六不”宣传，介
绍预防溺水安全常识，确保预防溺水
教育落实到每一位学生。

四是密切家校联系。各地中小学
校要建立家校常态化联动机制，通过
发放致家长的一封信、手机短信、微
信等方式，反复提醒家长加强对子女
预防溺水教育管理，督促家长增强安
全意识、履行监护职责，切实做好学生
放学后、周末、节假日的安全管护。

教育部发布预防学生溺水工作预警
确保预防溺水教育落实到每一位学生

天变暖，花渐开；日更晴，活力来。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金色的阳光洒在
图书馆的窗户上，也为学子们照亮了前方的道路。书海漫求索，在追逐梦想的道
路上，从不缺少奋斗拼搏的青年。 贾晓骞 摄

与书相伴度韶华

【课程周刊】

把握好“地方性”的底线与宽度
➡➡➡详见第五版

新华社澳门5月 25日电 （记者
李寒芳 刘刚）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
23日给参与“澳门科学一号”卫星研
制的澳门科技大学师生代表回信，对
他们予以亲切勉励。习近平主席的回
信，在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高校师
生、澳门科技工作者以及澳门社会各
界引发热烈反响。

他们表示，感谢习主席对澳门科
技事业及澳门青年的亲切关怀和高度
重视，一定牢记习主席的殷殷嘱托，
不断推进澳门科技创新，培育“爱国
爱澳”人才，为澳门更加积极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内地和澳门合作研制的首颗空间
科学卫星“澳门科学一号”，21日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参与卫
星研制的澳门科技大学18名师生代
表给习近平主席写信，汇报卫星成功
发射的喜讯和参与卫星研制工作的感
受，表达积极参与祖国科研建设的愿
望和决心。

“这是澳门空间科研事业一项零
的突破，也是‘一国两制’下内地和
澳门科研合作的成功案例。我们满怀
着激动的心情，向习主席汇报内地与
澳门在卫星科技领域上首次合作的重
大突破。”谈起写信的初衷，澳门科
技大学校长李行伟说。

李行伟表示，习主席的回信对澳
科大科技人员的经年努力给予肯定和
勉励，全校师生都深感荣幸、备受鼓
舞。这对于澳门科技大学以及澳门的

科技创新事业是极大的推动力。澳科
大将以习主席回信为指引，继续深入
与内地各部门、各领域开展深度合
作，为“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
践增添科研动力。

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可可表示，这
颗卫星是“一国两制”下澳门和内
地合作的产物。卫星升空后将至少
在轨运行五年，为年轻一代科研人
员开展科研、开发先进科学数据产
品服务提供平台。“‘一国两制’赋
予澳门科技大学及澳门广阔的发展
平台。澳门的空间科学家一定不负
习主席的期望，把澳门的空间科学
发展起来。”

（下转第三版）

激发创新活力 不负关怀期许
——习近平主席回信勉励澳门科技大学

师生代表在澳门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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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时间：2023年3月至5月 在北京，有人在互联网上编造散
布多所学校现场接收小升初简历投
递的不实信息；在广州，一些校外机
构组织小升初“秘考”，采取线上报
名、酒店考试，一场收费399元……随
着中小学招生季临近，一些个人和
商 家 通 过 煽 动 焦 虑 情 绪 、 虚 构 身
份、捏造事实等方式，误导、欺骗
家长和学生，牟取不法利益。

不管是何种煽动焦虑的套路，无
非为了一个“利”字，都是为了搞
钱。有的通过耸动人心的不实信息吸
引 关 注 和 流 量 ， 进 而 转 化 为 “ 带
货”、流量提成等变现方式，有的则
包装成升学专家，编造虚假学校信息
骗取高额咨询费，还有的给违规培训
机构吸引客流，凡此种种、不一而
足。种种劣迹，不仅刺激和放大了社
会的教育焦虑，也可能干扰相关学校
正常教学和招生秩序，破坏基础教育
生态。对错误的教育理念的宣传，还
可能误导家长违背幼儿身心发展规律

开展超前教育，伤害孩子。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不能任由

自媒体在胡编乱造、胡乱解读、煽
动教育焦虑的道路上为所欲为。对
虚构身份、捏造事实、虚假宣传等
方 式 误 导 、 欺 骗 家 长 和 学 生 的 行
为 ， 必 须 果 断 亮 剑 ， 该 封 号 的 封
号，该依法处置的依法处置。此前
在互联网上编造散布北京市西城区
多所学校现场接收小升初简历投递
的不实信息的某市民，就被北京警
方依法行政拘留。

（下转第二版）

向煽动放大教育焦虑说不
钟焦平

本报北京5月25日讯（记者 高
毅哲）今天，教育部部长怀进鹏会见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一行。双方就促进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香港教育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怀进鹏对香港大学在学科建设、

科研创新、国际合作、人才引进等方
面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希望香港大
学坚持爱国爱港办学方向，进一步发
挥国际化优势，深化与内地高校在科
技创新、人才培养、教师队伍建设等
方面的交流合作，服务粤港澳大湾区

和国家建设发展。
张翔感谢教育部对香港大学的关

心和支持，表示将聚焦粤港澳大湾区
和国家发展需要，推进高水平大学建
设，为我国教育强国建设作出贡献。

教育部副部长吴岩参加会见。

怀进鹏会见香港大学校长张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