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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由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环境
保护部、体育总局、自然科学基金委、
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和上海市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市科协、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承
办，历时7天，是30多年来首次在高
校举办。

在本次大赛中，上海队取得了历
史最好成绩：10个学科一等奖、11个
二等奖、10个专项奖，5个青少年科
技创意之星，来自华师大二附中的高
二学生蒋嵘获得“中国科协主席奖”，
这是本项赛事最高奖，全国仅3人获
此殊荣。

青年报记者获悉，蒋嵘同学是凭
借线性代数“逆”的论文获此殊荣
的。令人惊讶的是，他是去年在一堂
物理课上开始接触这个领域，深入这
个理论性的课题研究才二三个月，他
本人也颇为谦逊地表示，自己只是做
了一些“推广”的工作。

“研究‘逆’需要一些大学数学知
识，我高中时就开始学微积分、线性
代数，学校提供了好的资源，再加上
我的自学。”这个气质儒雅的大男孩
告诉记者，他不算是一个数学天才，
不是理科班的，也不善于参加数学竞
赛，各门课都比较平均，没有特别突
出的学科。

大家都比较关注“学霸”一天的
时间安排。事实上，蒋嵘每天的时间
分配是这样的：除了上课写作业，每
天留给数学的时间只有晚自习一个
多小时。但是，他还会留一些时间去

运动，每天都要去操场上跑20分钟。
蒋嵘业余时间还喜欢踢足球，也会弹钢
琴，可以说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学生。

蒋嵘对此的解释是：“数学不像
物理化学，需要做很多实验，学数学
需要花费的时间是比较短的。”蒋嵘
告诉记者，数学研究主要就是观察找
规律，通过已有规律进行猜想，通过
猜想做证明。简单来说就是：观察、
猜测、猜想三步。蒋嵘说，他只在小
学初中补过课，进入高中后就没有补
过课。

带着这篇10多页的论文，蒋嵘
参加了本次大赛，他跟其他参赛选手
一样，每轮跟专家“一对一”，经过8轮
才笑到最后。“专家提问既有专业，也
有日常学习方面的。”

暑假后即将升入高三的蒋嵘，将
面临高考的选择。他表示自己一定
会选数学专业，但具体选哪所高校暂
时还不确定。 青年报资深记者 郭颖

特写 上海男生凭“逆”论文获最高奖

华师大二附中蒋嵘同学（右一）获本届赛事最高奖。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18
日在浙江省义乌市召开会议，授牌新
设 20 个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和
11 个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示范
点。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
张志军出席并讲话。

张志军表示，大陆始终高度重视
两岸青年交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强调，要多想些办法，多创造些条件，
多提供些机会和舞台，让两岸青年多
来往、多交流、多交心，两岸青年应成
为共同打拼的好朋友好伙伴。当前，
大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创业创新氛
围浓厚，台湾青年在大陆实习就业、
创业创新空间广阔，舞台很大。设立
的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和示

范点为两岸青年放飞梦想、施展才华
提供了重要平台。希望各基地和示
范点突出各自特色，强化配套功能，
不断完善提高，做出新成绩。

张志军指出，今年台湾政局发生
重大变化，在困难和挑战面前，希望
两岸青年勇敢地肩负起历史赋予的
责任，坚定维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

政治基础，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
益的行径，以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截至目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
院台办共授牌设立41个海峡两岸青
年创业基地和12个海峡两岸青年就
业创业示范点。 据新华社电

国台办增设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和示范点

第31届全国青少年科创大赛闭幕 李源潮勉励青少年科技爱好者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奋力成长成才

本届大赛最终评出科技辅导员
创新项目一等奖32项、二等奖70项、
三等奖91项；青少年创新项目一等
奖56项、二等奖133项、三等奖157
项。

会监测环境的智能机器人、降低
亚音速飞机飞行阻力的独特装置、人
脸跟踪和识别智能防盗系统……8
月15日、17日，第31届全国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参赛作品在华东师大
闵行校区体育馆公开展示。各种酷
炫又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科技创意作
品吸引了大量参观者，让小伙伴们

“惊呆”。
“目前许多社交软件主要是基于

地理信息来推送好友，而我则是采用
基于用户地理、行为等多种信息来进
行好友推送。”重庆巴蜀中学曾瑛典
同学的“大数据时代-朋友近在咫
尺-基于相似用户计算的好友及位
置推荐方法研究”可以通过这种计算
方法来帮助用户寻找与自己兴趣爱
好相投的朋友。而来自齐齐哈尔市
实验中学的刘小溪的“三维人脸实时
对齐检测系统”以及杭州第二中学钱
麒澎设计的人脸跟踪和识别智能防
盗系统，能及时发现陌生人入侵并实
时报警。

武汉市第二中学段小乐同学的
科研项目“城市中心区公共自行车系
统精细化研究”，通过大数据分析软
件对慢城街区布局策略和均可达性
的“智慧型精细化”的公共交通换乘
方式的研究，提出了自行车无缝对接
地铁、公汽等公共交通系统的绿色低
碳出行方案。

网上“养花”小游戏曾风靡一时，
颇受网友欢迎。“我养的可不是假花，
是真花”，来自东北育才学校的陈麒

宇通过自己的研究项目“物联网＋
unity3D虚拟现实花卉养护系统”能
帮助用户通过网络来养护自家栽种
的花花草草。

如何使得车辆既能在正常路面
上平稳行驶，又可以在特殊路面上具
有很好的越障能力呢？北京市第二
十二中学的李淏昱同学制作的“S型
越障轮”通过多方论证和测试普通
轮、半轮、工字轮以及S型轮等不同
轮型的优缺点，最后制作出这款采用
S型轮的“S型越障轮”。该款设计具
有速度快、运动平稳、适应地形能力
强等特点，可用于制作侦查机器人以
及老年人轮椅等。

在观看展品的观众中，还有一群
神秘人，他们就是大赛评委。这些看
起来和普通观众没什么区别的专业
人士，会像普通观众一样驻足在他
们感兴趣的作品前，并与选手进行
深度交流。“从整体上来说，学生们
的科创项目超出我最初的设想的水
平。学生的思维非常活跃，语言表
达能力很强，能够将心中的东西很
好地展现出来”，科创大赛小学组评
委邵金龙认为学生能够从实际出发
进行科学研究以及能够拓展思维去
思考问题值得赞扬。与此同时，他建
议学生在进行科研项目时应当注重
劳逸结合，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科学
研究。

据悉，公开展共展出了涵盖工程
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物学、化学、能
源科学、计算机科学、医学与健康、社
会行为科学等13个领域349项青少
年科技创新成果和200项辅导员科
技创新成果，受到了来自各个领域专
家评委的认可和指导。

青年报资深记者 郭颖

侧记 青少年科创成果让小伙伴“惊呆”
荣获本届青少年科创大赛“创意之星”的选手在颁奖台上领奖。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第31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18日在上海闭幕。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
源潮参观竞赛项目并出席闭幕
式。他指出，希望广大青少年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人生理
想融入实现中国梦的时代洪流，
努力成长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的栋梁之才。

李源潮来到华东师范大学
竞赛项目展示现场，认真观看中
学生、小学生和国外学生展示的
参赛项目，详细询问学生们的创
意来源、科研思路和设计方法，
称赞他们的奇思妙想和研究价
值，鼓励他们探索无止境、创新
无止境。

李源潮在闭幕式上说，当代
青少年的成长与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的征程是同步的，这个宏伟
目标要靠你们去创新创造，将在
你们手中成为现实。希望广大
青少年继承老一辈科技工作者
追求科学、报效国家的优良传
统，学习科学本领，放飞科学梦
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奋力
成长成才。从小立下敢为天下
先的创新志向，坚定攀登科学
高峰的创新自信，努力成长为
引领世界科技未来发展方向的
优秀人才。弘扬追求真理、不懈
进取的科学精神，充满科学好
奇，保持科学兴趣，立志献身科
学事业，使自己的科学人生路越
走越宽广。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
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出席闭幕
式。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