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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能听懂物理课吗？那些
“难为”过高考生的光学、力学知识，
能不能走进小学课堂？近日，南开
大学物理系教授胡振芃就带着物理
系的“学霸”研究生们来到了小学
校，把深奥的物理课变成了一个个
有趣的课堂小游戏，让小学生们感
觉到：“物理其实很好玩儿！”也让孩
子们产生了学习物理知识，探索科
学世界的欲望和兴趣。
“为什么我们走在阳光下会有

影子？为什么影子的长短、深浅会
有不同？原来是光在做‘导演’。光
可是个神奇的魔术师，它会迷惑你
的眼睛。”名校物理系的研究生，都
具备“学霸体质”，不过，他们站在了
鞍山道小学五年级的课堂上，就得
把他们头脑中那些大原理，大公式，

都变成孩子们能听懂的话。
“地震是怎么回事？地球颤抖

的时候，为什么房子会倒呢？这与
房子的结构有关，也与地震波的方
向有关。”“学霸”哥哥姐姐们向小学
生们解释了地震的产生原因，还进
行了一个模拟地震的体验活动——

地震纵波是上下抖动，房子还能“坚
持”，横波到来的时候，强大的力量
左右拉扯，房子就“坚持”不住了。
在力学实验环节中，小学生们的

兴趣达到了高潮——一瓶水，瓶口放
上一张纸，水瓶再倒过来，水也不会流
出来，为什么呢？是大气压力把水给
“挡”住了。一块普通的胶皮放在地
上，为什么两个人的力量都不能把它
掀起来？因为压力在帮它的忙……各
种游戏和实验，演示了大气压力在生
活中的实际应用。孩子们都跃跃欲试
要和大气压力“拼”一下力量。
上完“学霸”们带来的“物理

课”，小学生们的感受是：“原来科学
这么有趣，以后也想成为能够做实
验的科学家。”

文/摄本报记者任悦

有一种稻香穿越百年时光，说的
就是咱天津的小站稻。2024年的稻
米已经颗粒归仓，天津有这么多种植
小站稻的农田，到底哪个品种的小站
稻最好吃？近日，本市举办小站稻食
味品鉴擂台赛，专家们从几十种大米
中，选出最好吃的4个品种，并在首届
大米节上现场蒸煮供市民品尝。

在天津市农科院武清创新基地
内，有一间专门的品鉴实验室，几十
名专家和公证人员依次坐好，在对面
的蒸煮实验室里，不仅蒸煮的用具是
统一的，而且专业人员也是按照统一

的投放标准以及用水量，对从全市征
集来的2024年新产小站稻进行蒸
煮。为了保证评比的公正性，在蒸煮
之前，每份稻米的品种、产地等信息
全被隐藏，对外展示的只是数字编
号。米饭蒸熟后端到评委面前，评委
再从色泽、口感等方面一一打分。在
这次的食味评比中，全市范围内种植
小站稻的规模化经营主体以及种植
大户，提供了37个样品。在比赛之
前，农科院的技术人员已经从品种真
实性、农药残留、重金属等方面进行
了检测，全部相符和符合后，才进入

到了食味比拼的环节。经过检测，37
个样品全部合格。每一种样品都有
20个评分表，工作人员一一进行登记
和计算结果。从评比到计算结果，擂
台赛的全程都是在公证处的监督下
进行。
在天津市首届大米节现场，

2024年的小站稻食味品鉴擂台赛的
名单对外发布。种植金稻919、津原
U99，津川1号、小站香1号这四个品
种的5家合作社和经营主体成为了
金奖得主。

本报记者徐燕

12月21日，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大会
暨第15届天津敏捷之旅在津召开。400
余名软件工程师和行业精英齐聚天开园，
围绕“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主题，深入探讨
了人工智能领域最新发展成果和创新应
用。据介绍，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大会已连
续举办15年，开展了上百场公益性质的技
术峰会。在主会场，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南开大学教授、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程明明以《高效能个
性化图像生成》为题演讲。在分会场，分
别针对人工智能领域学术研究以及华为、
阿里、腾讯、微软等国内外人工智能厂商
的发展从国产芯片、开源信创、软件开发、
项目管理、产品创新、云应用等不同维度
深入探讨如何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培
育未来产业。 本报记者张艳

日前，本市蓟州区发布实施《天津市
蓟州区湿地保护规划（2023-2030年）》
(以下简称《规划》)，明确了该地区2030
年前的湿地规划目标、空间布局以及湿
地保护工作的重点任务及保障措施等。
蓟州区共拥有湿地面积157.42平方

公里，其中天津市重要湿地有3处，分别为
天津市州河重要湿地、天津市环秀湖重要
湿地、天津市于桥水库重要湿地。《规划》
明确，全面实施湿地名录保护，构建市级
重要湿地、区级一般湿地的分级管控体
系，形成湿地生态保护格局，全面提升湿
地生态环境质量。规划近期至2025年，
蓟州区湿地保有量总体稳定，湿地保护
率达到70%；提升重要湿地监测管理信
息化水平；开展湿地恢复项目，提升区域
湿地生态环境质量，强化湿地保护与建
设能力。 本报记者安元

“哈尔滨冰封黄玫瑰”的话题刷
屏，很多人翘首以盼的第二十六届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已经开园，各
地游客的目光纷纷聚焦“冰城”。对
于京津冀的小伙伴还有南方“小土
豆”们，很期待一场冬日冰雪游，除
了哈尔滨，国内冰雪游哪里更受人
们青睐？

根据多家旅游平台数据显示，

国内长线游主导冰雪旅游市场，在
国内冰雪旅游用户中的出游人次占
比接近70%。热门目的地方面，哈
尔滨、沈阳、长春、乌鲁木齐、大连、
北京、阿勒泰、牡丹江、张家口、张家
界位列“国内冰雪旅游热门目的地”
TOP10榜单。“顶流”哈尔滨继续领
衔今年冰雪季国内游热度，“尔滨”
长白山天池、雪乡梦幻童话世界、吉

林雾凇长廊、漠河白桦林、镜泊湖冬
捕等魅力雪景吸引着赏冬者们一路
探寻冰雪秘境。
对于天津市民而言，如果觉得哈

尔滨、吉林长白山等地太远，北京和
张家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其中，
北京静之湖滑雪场、张家口富龙滑雪
场是目前华北地区预订较为热门的
滑雪场。 本报记者张珊珊

热门目的地不只是“尔滨”

冰雪旅游“热开花”

当学霸遇上小学生科学的边界也“简单”了

这么讲物理其实很好玩儿！

37个样品现场蒸煮色泽口感专家打分

您看好了这4种小站稻最好吃

湿地保护规划先行

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资讯

这段路亮起来了
滨海新区公安局交管支队杭州道大

队交警综合日常巡查情况，并结合群众反
映，发现因塘黄路的新北路至西中环快速
段两侧无路灯，存在一定的交通安全隐
患。大队联合相关部门在此路段安装了8
处太阳能照明灯。还通过施划人行横道
线及人行横道预警标线、增设人行横道警
示标志和限速标志，安装7处反光镜和爆
闪灯及6条减速震荡线等措施，进一步完
善该路段道路交通设施，保障通行安全。

本报记者徐燕通讯员焦轩刘媛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2 日电（记者
周圆）记者22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针
对上海地铁11号线遭吊车侵入事故，应
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
接报后，应急管理部第一时间视频

连线上海市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总队
和事故现场，调度救援处置工作，要求
上海市相关行业领域开展安全检查，市
应急管理局提级调查该起重大涉险事
故，分析原因，追查责任，并通报批评工
程总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应急管理部
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
据悉，22日8时许，上海地铁11号

线马陆至武威路站区间，由于外部一施
工工地履带吊车倒塌侵入，造成地铁线
路设备和一列正常运行的地铁局部受
损，未造成人员伤亡。

上海地铁11号线遭吊车侵入事故

工作组赶赴现场

遗失声明

赵德志，消防员证丢失，证件号:应
急消21926235。

上周末，位于本市南翠屏公园滑雪场内的雪圈区开始运营，高山滑雪区域正在筹备当中。雪场的开放，也

吸引众多市民享受家门口的冬日雪趣。 本报记者吴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