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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30日，由八月瓜和

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共同研究

撰写的《全国科技创新百强指数报告

2019》发布会在人民日报社新媒体大

楼人民网1号演播厅举行。科技部、

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日报社总编辑

刘亚东、教育部等领导以及入选科技

创新百强的获奖代表、央级媒体代表

共150余人出席了发布会。

发布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

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韩秀成到会祝

贺并致辞。科技部国家科技评估中心

副总评估师韩军、科技日报社总编辑

刘亚东及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原院

长、中国人民大学竞争力与评价研究

中心赵彦云分别发表演讲。八月瓜创

始人李长青对八月瓜创新服务云平台

进行推介，重点介绍了八月瓜涵盖世

界104个国家1.3亿条专利数据库，他

指出，八月瓜会不断充实数据库各项

指标，挖掘更多有效数据，使科技创新

指数评价体系趋于完善。大连理工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科创与产业

转型研究中心主任孙玉涛，围绕指数

的研究背景、意义和主要内容做了全

面深入解读。 （王振霞）

本报讯 记者曾华报道 5 月

31日，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宝合小

学庆祝第69个“六一”国际儿童节暨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系列文娱

活动隆重开展。

活动当天，贵州省遵义市政协委

员陈常鑫、爱心人士艾仕明等一行在

新蒲新区宝合小学校长艾文强的陪同

下，到该校看望全校小朋友并表达慰

问，同全校师生共度“六一”国际儿童

节。领导们不仅对优秀少先队员进行

了表彰鼓励，还为他送去了祝福。活

动当天，艾仕明为学校捐赠2万元，鼓

励孩子们努力学习，用优异的成绩回

报社会。

开幕式上，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

式和新少先队员入队仪式。新蒲新

区宝合小学的少先队员们为领导和

来宾佩戴红领巾。出席活动的新蒲

新区虾子交警大队、虾子镇中心学

校、陈常鑫、艾仕明、虾子爱心协会代

表、宝合、三台村委领导和嘉宾依次

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孩子们寄予

希望和祝福。

宝合小学举办庆“六一”文娱活动

爱心人士艾仕明向宝合小学捐赠20,000元现场

曾 华 摄

本报讯 记者曾华报道 5月28

日上午，在第70个“六一”儿童节来临

之际，贵州省遵义市公安局新蒲分局

民警前往兰生小学开展了“小手牵大

手”系列安全教育宣传活动，让广大师

生在接受安全教育的同时，也让他们

和新蒲公安有了一次“零距离”的亲密

接触。

活动中，新蒲分局党委委员、政工

室主任吴豫，副主任程小进代表贵州

省遵义市公安局新蒲分局为同学们送

去了“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带去了浓

浓的关怀。鼓励同学们要勤奋学习、

自强不息，努力成长为知识丰富、意

志顽强的新一代，成长为国家的栋梁

之材。

3年多来的驻村帮扶活动，新蒲

分局的民警已经成为同学们心中的偶

像，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每次一见到

民警叔叔和阿姨，他们总是格外兴奋，

在他们的心目中，警察是正义的化身，

是邪恶的克星。“长大了要去当警察，

去帮助困难的人”，是很多小朋友心中

的梦想。

奉献爱心，收获希望。为了不让

脱贫攻坚路上的孩子们掉队，为了让

每一位留守儿童树立起对生活的信

心，新蒲分局专门为孩子们策划了一

堂寓教于乐、寓化于心的体验式教学

宣传活动。

在活动现场，来自新蒲分局特巡

警大队的4名教官向同学们展示了钢

叉、盾牌、伸缩警棍等各类警用装备，

细致介绍了其名称、性能、用途等知

识，现场演示了使用方法。看到这些

平日里只有在影视剧中才会出现的

“神秘装备”，参观的同学们异常兴奋，

有的迫不及待地挎上了冲锋枪，有的

兴致勃勃地戴上防弹头盔，有的登上

特警车，一个个过足了一把“警察瘾”。

在安全教育讲座上，特警叔叔亲

身示范，通过给同学们详细讲解在日

常生活中防拐骗、防诈骗以及在突发

险情时如何自我保护、自救逃生等相

关知识，倡导同学们要积极发挥“小手

牵大手”的作用，和父母、亲朋好友共

同分享安全防范知识，以点带面，扩大

知晓率。并再次提醒同学们，夏天到

了，要注意校外人身安全，不要随意下

河游泳，以免发生安全事故。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未来的希

望。通过此次活动，让同学们进一步

增强了安全意识，提升了他们的安全

感，让他们提前感受了“六一”儿童节

的节日氛围。本次活动，伴着孩子们

天真无邪的笑脸，在孩子们爽朗清脆

的笑声中，在温暖和谐的氛围里圆满

结束。

新蒲公安与兰生小学“零距离”接触

□ 龙 丹 文/图

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的生活已

全面走向多屏时代，而在多屏时代

下，电子产品所产生的蓝光正严重威

胁人类的视力健康。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0岁~6岁的

孩子中，有66.6%的人从4岁开始接

触电子产品，每天玩平板电脑或是手

机的时间为1.5小时~2小时，这么长

时间的近距离接触，使得蓝光危害成

为业内专家的聚焦点。一个业内共

识是，蓝光对眼睛的危害程度因年龄

而异，两岁以下孩子蓝光透过率是

70%~80%，2岁~10岁蓝光透过率

60%~70%，60岁以上是20%左右。

相对于成人，孩子的视力更容易受到

蓝光的威胁。

蓝光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强？

复旦大学谷至华教授曾对此有过较

为详细的解释，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真正有害的蓝光，是波长为

4400A~4700A这一段。视网膜细

胞对这个波段的光反应很敏感，长时

间受刺激，会造成视网膜细胞受伤，

导致视网膜黄斑病变。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 国 杰 同 样 认 为 ，发 射 波 段 在

4400A~4700A的蓝光对我们的眼

睛是有直接危害的，特别是手机、电

脑、电视等显示屏的蓝光，强度往往

比较强，刺激眼睛后会对视网膜造成

光化学反映，影响视力。更为严重的

是，这种伤害是不可逆转的，更是一

个连锁反应，先引起光敏感细胞死

亡，再引起视网膜黄斑病变，继而导

致视力逐渐下降。

怎样才能避免蓝光对视力的危

害，北京科技大学材料学院王国杰教

授表示，目前行业的通用做法是，将

电子产品表面粘贴钢化膜，并对钢化

膜表面进行涂层材料处理，就可以过

滤绝大部分有害波段蓝光，此时，电

子产品对眼睛的刺激就会降低，同时

对手机也有一定的保护。

视力健康无小事。自 1996 年

起，卫生部、教育部等12个部委就联

合发出通知，将每年的6月6日设为

“全国爱眼日”，今年是第24个。在这

一天，全国各地都会举办各类形式的

健康宣教活动，引导公众爱护眼睛、

保护视力。为了呼吁国人养成正确

的用眼习惯，尽可能地减轻蓝光所带

来的伤害，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一

场以“科技护眼 拒绝蓝光危害”为主

题的眼健康主题活动即将拉开序幕，

医疗行业领导、知名眼科专家汇聚一

堂，以示献礼第24个“全国爱眼日”。

据了解，这次爱眼日主题活动主

要围绕如何预防、普及、减少蓝光对

眼睛的危害展开话题，行业领导、一

线专家以主题演讲、圆桌讨论等形式

献言献策，共话眼健康。活动由太湖

金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起倡议并

协办，受到了多个主管部门和单位的

支持，数十家国家级媒体助阵报道。

为了让论坛成果更具成效，来自全国

各地具有创新示范能力的视力保护

机构也将一同参与。

活动倡议者太湖金张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功能性材

料的研发、生产、销售的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相关产品主要应用于信息显

示、大规模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等

领域，在业内率先研制出护眼系列功

能性膜材料，在手机屏幕保护、电脑

屏幕保护、电视机屏幕保护方面广泛

应用，目前产品覆盖用户超过5亿人

次，市场反响良好，产品供不应求。

太湖金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施克炜不久前表示，之所以有这

样的成就，主要在于多年来一直致力

于蓝光危害健康知识的科普，并与复

旦大学、安徽大学等知名院校开展产

学研合作,共建了“复旦-金张功能膜

联合实验室”和“安大—金张功能膜

新材料联合实验室”，推出了大量符

合老百姓需求的高品质产品，受到广

泛好评。施克炜透露，投资10亿元、

占地面积260余亩的功能性膜制造

工业园正在建设，各方面进展顺利。

工业园建成后，将实现年产能9.4亿平

方米。公司现已进入上市辅导期，计

划于9月报会，上市成功后，公司产值

将进一步向“百亿金张”的目标靠近。

本次活动在规模、规格、品质、话

题上都独具特色，并将进行线上线下

全方位报道，话题贴近生活，内容精

彩纷呈，力图进一步提高大众的蓝光

防护意识，培育使用高科技护眼产品

的习惯，将“科技护眼 拒绝蓝光危

害”的健康理念进行有效推广，多措

并举减轻蓝光对视力的不良伤害，为

国人视力健康保驾护航。

2019全国科技创新百强指数发布会在京举行

贵州遵义六一专线

科 技 护 眼 拒 绝 蓝 光 危 害
第24个“全国爱眼日”眼健康主题活动即将召开

□ 夏 军 林凡诗

“让瑶寨儿女走向世界”，在广西

都安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校园里，一

块石头上镌刻着九个大字，来往的学

生们知道，这是“校长爸爸”莫振高对

他们的嘱托。

莫振高曾是都安高中校长。在

生前30多年里，他四处筹款帮助贫

困大山里的孩子们上学，一批又一批

瑶山学子圆梦大学，走出大山。2015

年，莫振高离别人世，但他的嘱托一

直鼓舞这片贫困山区里的孩子们奋

斗向前，谱写新的篇章。

瑶山学子奋力争先

都安高中高三学生蒙苏秘很快

就要步入高考考场。每每想到那一

刻，她就不自觉地紧张。因为家贫，

蒙苏秘格外珍惜读书的机会，也特别

刻苦，每天早晨6时就起床到了教

室，“能多学就多学”。

父亲早逝，奶奶年迈，弟弟妹妹

尚幼，全家单靠母亲一人支撑。18

岁的蒙苏秘分外懂事，母亲每月给她

400元生活费，加上社会资助200多

元，蒙苏秘节衣缩食，还能从微薄的

生活费中节省出钱来买学习资料。

蒙苏秘想考南开大学，为了这个

目标，高中三年她一刻都不曾懈怠。

都安是广西最贫困的县之一，但

整个都安高中的学习氛围特别浓

厚。为给孩子们鼓劲，学校老师经常

拿莫振高的事迹激励大家：“莫振高

校长生前最大的希望就是你们能走

出大山。”“莫校长一辈子都在奋斗，

我们也不能落后。”

孩子们没有见过莫振高，但都知

道莫振高的故事，许多孩子甚至因为

莫振高慕名来此读书。高三的孩子

们感觉心理压力很大时，经常会往校

门口看看“让瑶寨儿女走向世界”的

石刻。“就感觉莫校长一直在陪着我

们，鼓励我们。”蒙苏秘说。

“校长爸爸”嘱托常暖人心

莫振高在都安高中工作了37年。

许多年前，山里娃读高中是一笔

不菲的开支，一些孩子因此辍学，这

让莫振高痛心不已。“每次有学生辍

学回家，校长都亲自或让班主任去学

生家中，把他们接回。”都安高中教师

韦喜凤说，常挂在校长嘴边的一句话

是，“不管怎样，先回来上学，我来想

办法。”

为让孩子们回到校园，莫振高向

慈善机构、企业和社会爱心人士求

助。他去找县城南门商城的老板，找

广西南宁一投资公司的经理，他甚至

前往广东中山寻求企业老板的帮

助。在各种场合，莫振高总是说：“我

的学生考上了大学，没有路费，帮一把

吧。”孩子们亲切地叫他“校长爸爸”。

“许多贫困生都知道，只要有莫

校长在，我们就不会失学。”2013级

学生罗志平回忆，他在都安高中上学

期间，平均每学期都能得到近两千元

的生活补助，靠着这些补助，他顺利

完成高中学业并考上大学。

都安高中资助办统计，多年来，

莫振高先后筹集3000多万元善款，

资助1.8万多名贫困生圆了大学梦。

莫振高生前每天早晨5时多到

学校，起床铃响后到男生宿舍挨个催

着学生起床；课间则站在教学楼前，

促着学生珍惜光阴。逢着刮风下雨，

他用广播通知大家添衣，免得感冒。

冬日太阳升起，他一遍遍催着大家晒

宿舍棉被；学生们做操时被雨淋了，

广播里会传出莫振高的声音：“食堂

为大家准备了姜糖水，请淋了雨的同

学去喝。”

就在去世前5天，躺在病床上的

他，还打电话回学校，要求食堂为正

在参加会考的高三学生免费煮汤

圆。2015年莫振高去世时，大家都

说，莫振高一辈子都献给了瑶山。

让梦想照进现实

近年来，广西对所有建档立卡贫

困户子女就读普通高中全部免除学

杂费，约10万贫困家庭学生享受这

一政策。“每个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

还能获得3500元助学金。”都安高中

资助办主任韦宏政说，许多社会爱心

人士都主动帮助贫困孩子们，过去两

年，都安全县超过15万名学生得到

来自社会各界不同形式的资助。

如今在都安高中5800多人中，

约24%的学生都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子女，但如今再没有孩子因为贫困辍

学，孩子们全力向理想中的大学冲

刺，去年考上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学

生多达11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子女就有4人，越来越多贫困家庭

“梦想照进现实”。

“莫校长不在了，但精神一直在

影响大伙。”韦喜凤说。

都安高中至今还延续着莫振高

留下来的惯例，每年元宵节都为学生

提供免费汤圆，端午节则提供粽子。

蒙苏秘向往南开大学，是想成为

像周恩来总理那样的外交官，“我不

仅想走出大山，更希望能走上国际

舞台。”

罗志平考上大学以后，回到家乡

都安县加贵乡中学当一名语文老

师。“我想像莫校长一样，把自己当成

一根蜡烛，奉献自己的光和热，哪怕

只能照亮一个角落。”

为 了“ 校 长 爸 爸 的 嘱 托 ”
——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学生求学圆梦记

民警现场演示警用装备使用方法 曾 华 摄

防蓝光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