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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半年报出炉 南方基金三位投资大咖支招震荡市
近日，公募基金的半年报集中披露，作

为上半年业绩表现出色的基金公司之一，
南方基金上半年共计为投资人赚取了近
300亿元的收益，对于下半年的基金投资，
南方基金三位投资大咖在半年报中表达了
自己独到的观点。

权益投资总监史博和陈键认为，保持
灵活仓位，注重把握区间行情和绝对收
益，基本面的安全选股边际很重要。另一
位固定收益部总监韩亚庆认为下半年整
体的操作思路是保持中性久期和中性的
杠杆水平。

南方丰元债基最近三个月业绩排名前十
近期股市持续震荡，债基以其稳健

性获得投资者青睐。南方基金旗下南方
通利及南方丰元两只债基更是表现出
色。数据显示，截至8月21日，南方通利
A、C今年以来的净值增长率在可比同类
债基中均排名前十；另一只债基南方丰

元最近三个月来持续发力，净值增长率
也跻身行业前十。

2015年半年度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
南方丰元A和C净值增长率分别为3.64%和
3.35%，同期业绩比较基准增长率均为
1.56%，南方丰元赚取了大量超额收益。

“小天才”4年读完同龄人8年课程
出生于2001年 7月的肖宇鹤刚满

14周岁，毕业于北京八中少儿班，凭借
过人的毅力，今年以高考692分的成绩，
被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录取，成为了
首位前往复旦报到的“00后”本科新生。

肖宇鹤出生于一个数学氛围浓厚的
家庭，其母亲是一名经济学博士，在数学
方面也颇有造诣，在母亲的引导下，他对
学习数学充满热情。肖宇鹤记得，小时
候看过一套有关趣解科学的系列书，对
他的影响很大。玩扑克、下棋、踢球，这
些爱好伴随他一路成长。

肖宇鹤妈妈说，其实，家庭并没有刻
意加速儿子学习的做法，幼儿园、小学都
是用了常规的时间度过，小学4年读完
的时候，恰逢北京八中少儿班在该校选
拔四、五年级的学生，经过考核，肖宇鹤
被录取了，此后他便用4年的时间读完
了同龄人之后8年的课程。

“当时，我们也没有给他压力，考得
上最好，考不上也不用沮丧，按照常规的
节奏读书也没有任何不好的。”肖宇鹤妈
妈强调，适合的才是最好的，至于会不会
大学读书也要比别人用时短，肖宇鹤妈
妈说，“应该不会，顺利自然就好。”

初次住宿突击学习洗衣换被套
肖宇鹤告诉青年报记者，他所在的

这个少年班一共33名学生，除了有个别转学
和出国的学生外，其余学生均参加了高考。

其中，有4名学生考上清华、3名学
生考入北大、1名学生考入中科大，复旦
的只有他一个。由于与肖宇鹤同班学生

的年龄都只有十四五岁，这意味着今年
正有一波牛牛的“00后”悄然“潜入”校
园。

额头上还冒着青春痘的肖宇鹤坦
言，由于年龄偏小，加上之前的读书一直
是走读，并没有住校的经历，为此，爸爸
妈妈在今年暑假专门让他突击学习了洗
衣服、拆换被套等生活必备技能。除此
之外，肖宇鹤的暑假还是更多的用在了
预习大学课程上。

报到当天，独具特色的住宿书院氛围
给肖宇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同一书院
里，有医科生、文科生，还有不同年级的同
学经常来串门，这不是一个理科男的环境，
更有助于我开拓思路。”肖宇鹤表示对书院
生活非常期待。对于年纪小而可能产生
的入学不适，他说有过思想准备，会努力克
服与调适，并虚心向哥哥姐姐讨教学习。
此外，他还希望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

另据了解，学习之余，肖宇鹤也有每
日长跑的习惯，通过体育锻炼磨练自身
意志。他在报到后惊喜地发现，志德书
院为新生精心准备的“大礼包”中有一块
印有志德院徽的运动毛巾，鼓励着同学
们在新的环境中将健康生活习惯坚持到
底。肖宇鹤生活节俭，随身行李很简单，
还带了两件中学时代的校服以及高考复
习时余下的一把笔芯。

复旦大学表示，这是学校第一次迎
来“00后”新生，除了肖宇鹤外，今年还有
两名“00后”。其中一名来自广东东莞的
14岁女生已经是一名高考“复读生”，去
年就参加过一次高考，但为了进心仪的
名校，今年又重新考了一次，而她的父亲
当年也是15岁就考上了武汉大学。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前昨两天，复旦、华东理工、上
海师大等高校相继迎来新生报到。学校方
面给了学子别出心裁的“第一课”。

“大学学习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大学
里你会遇到谁？”“大学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聚焦新生们最为关切的三大问题，复旦学生
精心打造了系列短片，生动形象地介绍了大
学课堂、时间管理，以及相伴成长的老师和伙
伴们，做好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的无缝衔接。

学校还面向2015级新生组织开展了

在线“入学教育考试”，这是有关复旦历史
文化、校纪校规的宣传和检验，新生一拿到
录取通知书，就能登录迎新网站在线答题，
学校以这样的方式使学生深刻感受复旦精
神，充分理解作为复旦学子的责任和担当。

华东理工保卫处联合当地派出所给新
生的第一课则是：防骗。醒目的“平安华
理”防诈骗贴士，随着《校园安全服务手册》
的发放到了每个前来报到的新生手中。扫
一扫二维码，新生便可以开始做防骗小测
试，并了解户籍、政审等各项业务的办理流
程以及常用电话等实用信息。

新生报到“第一课”贴心服务做好无缝衔接

当同龄的小伙伴还在读初中，一些十

四五岁年纪的“00后”已经开始读大学了。

青年报记者根据公开数据查询到，

除了上海，在全国的大学校园中，“00后”

也有增多之势。继去年首次有“00后”入

学以来，今年，清华大学 3300 余名 2015

级本科新生中有6位“00后”。南京大学

今年也有一位“00后”学生，是来自湖北

武汉的14岁少年石浩宇。

安徽大学2015年级新生中，最小的

新生出生于2000年，今年15岁。而郑州

大学 2015 年有 1.8 万名新生，其中有 21

名是“00后”，最小的仅13岁。

在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

副院长熊丙奇看来，其实14岁的大学生并

不是新生事物。“前些年在一些大学的少年

班里，11岁甚至10岁的大学生都有。”

30多年前，中国科技大学首家办起

“少年班”，入学学生大部分在十四五岁

左右。到1985年，全国有10多所重点大

学相继办起了“少年班”。但目前只剩下

三所高校仍在招收少年班。

少年班由火爆转冷，“究其原因，是

因为这些以培养少年拔尖人才为办学目

标的少年班，一直没有探索出真正的个

性化教育之路。”教育专家熊丙奇说道。

这些少年大学生一路跳级，大多早慧、学

习能力强，但是毕竟年龄小，心智不成

熟，可能存在比较多的心理问题。一些

在没有少年班却有少年大学生的大学，

也有出现类似问题。

上海方面，上海中小学生早在2006

年起就按照规定可以申请跳级，在2012

年又出台过最新的《上海市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学籍管理办法》，不过，近年来真

正申请跳级的学生并不多。

据了解，这与不少家长不愿冒险有

关。有的即使孩子很优秀，也不轻易尝

试让孩子跳级，毕竟，一旦跳级，原本的

竞争优势可能就会荡然无存，而如果心

理调适得不好，恐怕更是适得其反。

其间，上海也有一些中学，对于部分

特别聪明的学生，不是把他们“拔”出来，

而是让他们与同龄人一起学习的同时，

尝试着个别辅导个性化发展，换来了更

符合自己个性的成长速度，从而在心智、

生活能力上得到全面的发展。

熊丙奇特别提醒说，很多的大学课程

还是按部就班的教学，“00后”大学生可能

会出现一些不适应。因此，这些学生要对

未来有规划，家长也要帮助孩子做好规划，

关注孩子人格、情商等方面的协同发展。

昨迎新生报到 出现14岁“小天才”身影

首位“00后”跨进复旦大学校园

[记者手记]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呵护天才少年的成长？

复旦大学昨天迎来新生报到。在志德书院的报到注册现
场，一张异常年轻的脸庞跃入师生家长的视野。他叫肖宇鹤，
刚满14周岁，是一名“00后”，通过高考，成为复旦大学数学科
学学院的一名本科新生。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在今年新生主体
出生年份都在1996、1997年的当下，这是复旦大学第一次迎来

“00后”新生，今年总共有3名。而去年起，就有部分“00后”潜
入了北大、清华等高校。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相关新闻]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开学在即，学生们是否做好各
方面的准备？实名制社交网络人人网最新
的一项有关迎接新学期的调查显示，仅有
27.5%的大学生表示不会换新装备。

受访中，27.8%的大学生表示自己会为
新学期的到来购买新的手机；23.5%的大学
生表示会购买新电脑；15.6%的大学生表示
会购买新平板电脑；5.6%的大学生表示会购买
新MP3。仅有27.5%的大学生表示不会换新。

对于商家广告中推荐购买的新学期
“学生推荐装备”，有2.9%的大学生表示经
常购买这类产品；有20%的大学生表示有时
会购买；77.1%的大学生几乎不会购买这类

产品。
至于会为开学做哪些准备，有54.3%的

受访大学生表示会制定计划，除此之外，买
日常用品（48.6%）、买衣服鞋子（46.8%）、买
书（34.3%）、买数码产品（14.3%）也是大学
生会为开学做的一些准备。90后大三学生
陈礼表示，分期购物现在很受周边同学的
欢迎，买件自己心仪的大件物品，不需要慢
慢攒钱，只需要在一些网站上分期还款，从
而让购买压力减轻了不少。

另外，在参与调查的大学生中，61.8%
的大学生表示自己会在开学时做学习计
划，58.8%的大学生会做运动计划，44.1%的
大学生会为新学期的作息时间做计划，
41.2%的大学生会做阅读和旅行计划。

开学就要血拼？超七成大学生表示要买买买！

“00后”的肖宇鹤参加新生报到。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