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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态

华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
院长王建新说，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
中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繁荣兴盛。让留学生讲好中国
故事，让他们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生
机勃勃的新鲜力量，是推进国际传播
能力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
要途径。此次活动的开展，有利于留
学生学习十九大精神，关注中国发展，
是高校学生德育培养的创新形式。

在后续演讲比赛环节，来自国际
汉语文化学院的25名留学生以十九
大的召开为切入点，结合自身经历畅
谈对中国发展的认识，讲述中国故
事。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努利亚围
绕“中国梦”这一主题，讲述了自己眼
中不断发展、不断强大的中国；来自
哈萨克斯坦的莫里德尔探讨了在“一
带一路”的背景下中哈关系的发展；
来自孟加拉国的莫寒基于十九大报

告解读了自己对中国教育发展的看
法；来自蒙古国的玉宝则就中国环境
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理解。

参赛学生们或从中国社会发展
的宏观角度，或从自身来华生活学习
的微观角度，以留学生的视角展现了
国际学生眼中的不一样的中国，表达
了他们对中国的热爱之情，这也将成
为我国不断加强文化自信、不断发展
的不竭动力。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
也非常关注此次活动，他来到现场，
听国际学生的精彩演讲，倾听同学们
的心声，并为同学们加油鼓劲。童世
骏指出，国际学生的培养是华东师大
在建设“双一流”大学过程中的重要
部分，我们不仅要培养国际学生懂汉
语、说汉语，更要促进国际学生在中
国不断强大的背景下融入中国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助力中国发展。

据悉，本次活动是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学历生培养工作的一次突破性
尝试，以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召开为
契机，鼓励国际学生主动关注中国的
社会、时政、经济、文化等的现状，同
时促进其对当代中国的了解并对中
国现状做出准确判断。

当下，华东师范大学留学生学历
生是学校国际化指标的重要组成部
分，经过多年的努力，对国际学历生
的培养经历了“数量到质量转变
——培养内涵拓展”的发展阶段，目
前国际汉语文化学院的国际学生中
本科生已经接近600人的规模，人才
培养也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学院管
理、教务员、辅导员、班主任、本科导
师组”系统，在积极探索对留学生学
历生的“全方位培养”、“全员培养”
上，此次活动也是一次对学生培养成
效的检视。

“国际学生眼中的十九大”主题演讲比赛讲述中国故事

让留学生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

本报讯 记者 郭颖 由上海市
科委和市教委、上海广播电视台联
合主办的青少年科学梦想秀《少年爱
迪生》第五季将于1月6日起，每周六
20：05在上视新闻综合频道播出。与
往年相比，新一季《少年爱迪生》从选
手遴选标准到赛制模式都有了全新
升级。节目吸引了来自全球32个国
家与地区的数千名少年创客热情参
与，发明作品涵盖人工智能、生物科
技、航天技术、工程等多个学科门类，
不论是前沿性还是专业度，都令人叹
为观止。

值得关注的是，为响应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第五季《少年爱迪生》
邀请了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
家的小小发明家登上舞台。这不仅
促进了相关国家青少年的科技交
流，也让不少极具未来科技感的顶
尖作品首次得以亮相。

第五季《少年爱迪生》
将于1月6日开播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后，“十九大精神入校园”也在华东师范大学国际
学生中掀起了热潮。为了让广大留学生也有机会了解十九大的新思想、新
精神，关注中国发展的新动态、新形势，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
际汉语文化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国际传播中心近日共同举办了

“国际学生走近十九大”系列活动。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三社联动”开启
现代社区治理之门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日前，长
宁区“三社联动”高峰论坛暨区社会工
作协会成立大会在华政举办。市民政
局副局长匡鹏、长宁区副区长徐静、
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唐波应邀参加。

开幕式上，匡鹏、徐静、华东政法
大学副校长唐波、市社工协会副会长
朱苏启共同为该区社工协会成立揭
牌。大会介绍了长宁“三社联动”创新
社会治理的成效及区社工协会的筹备
成立情况。匡鹏和徐静为区社工协会
首批聘用的来自高校、专业机构、社工
领域的专家学者颁发了聘书，为长宁
区第一批公益基地进行授牌。为加强
合作共赢，长宁区社工协会与区民政
局、广州社工学会签订了共建协议。

第四届思勉原创奖
颁奖仪式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第四届思
勉原创奖颁奖仪式暨学术研讨会近日
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陈平原的《中
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李伯重的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
倪梁康的《自识与反思》、邓小南的《祖
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刘跃进
的《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等5部
作品荣获第四届思勉原创奖。

思勉原创奖是为纪念我国现代
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华东师范大
学教授吕思勉先生，鼓励当代文史哲
学者潜心研究、勇于创新，产出国内一
流、具有国际影响的原创性学术精品
力作，进一步促进我国人文社会科学
事业繁荣发展而设立的文史哲类学术
成果奖项，由华东师范大学所创设。
自2011年开始，两年评选一次，已举
办三届评选活动，取得了预期的成效，
受到了学界的认同与欢迎。本届思勉
原创奖奖励力度较以往有所加大，思
勉原创奖每项获奖成果的奖金由前三
届的10万元提升到20万元。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三年来用临终关怀的方
式送走近200位病人的80后医学博
士、一对在金婚纪念时双双办妥遗体
捐献手续的老夫妻……日前，由上海
市红十字会指导，上海中医药大学、
福寿园生命服务学院联合主办的“生
命教育进高校”活动在上海中药大举
行。来自该校的40余名师生及留学
生上了首堂名为“死亡TALK”的特别
的生命教育课。TALK上临终关怀医
生黑子明与师生们探讨生前预嘱、缓
和医疗、临终关怀、生命价值等生死
话题，遗体捐献者家属讲述亲人“大
爱”故事，现场还举办了一场遗体捐
献者的追思会。

本次“生命教育进高校”活动特
别邀请了“80后”医学博士黑子明，
他是临汾社区卫生中心的全科医生，
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临终
关怀科医生。黑子明的工作不是让
这些患者痊愈，而是在人生的最后一
个阶段，尽量减少他们的痛苦。

黑子明表示，每一位新病人入院
时，医生都要进行一次详细的评估，
以判断患者的病情，是否已经发展到
需要临终关怀的阶段。临终关怀不
抢救、只缓解痛苦的特殊治疗手段，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所以他说：

“临终关怀既是看病，也是医心。”
这三年里，黑子明送走了将近两

百个病人，已经记不清曾经有多少次，
他握着病人的手，倾听他们说出埋藏
心中的秘密。最初的时候，这样的握
手，也曾让黑子明无法坦然面对，毕竟
他握着手的人，即将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握多了这样的手，他发现，这双手
传递出来的，不仅仅只有悲伤和痛苦。

黑子明说：“我们的治疗不仅面
对的是病，还有人；我们的治疗不仅

针对某个肿瘤，还有人。我的病人不
愿意被迫被拉上与病魔斗争的战场，
而我们帮助他们获得这份安宁。”今
年黑子明所在的医院已经服务了一
百多位病人，为病人提供一个床位，
让TA能够安心完成心愿，帮助家属
认清生命的现实。

遗体捐献者家属李豪则向大学
生们讲述了其父亲李继先、母亲陈荣
恩在金婚纪念之时，双双办妥遗体捐
献手续的故事。

李豪说，他父母的一生是在战乱
和不安宁的岁月中艰难度过的，所以
对人生价值有着深刻的理解。有一
次母亲看到报上登载“可供医学院学
生实习解剖的尸源极少”的消息，便
立即去打听遗体捐献的有关事项及
程序。父母们说，如果把遗体捐献给
医学事业，增加一点十分紧缺的解剖
资源，让医学生们更快成材，是把力

量用在刀口上。
于是，在1983年父母亲的金婚纪

念日，老两口立下遗嘱：“如若病危，不
必抢救，以免病人痛苦延长，家属劳累，
及浪费了医药。遗体直送第二医科大
学。不必办丧事，不要受丧礼，骨肉至
亲无须佩戴黑纱。破除迷信，移风易
俗是我们最后的嘱咐。如不按遗嘱执
行，心中将内疚难安。”母亲还别出心裁
缝制了两个用龙头细布做的大口袋，父
亲挥毫写上“长眠安息”四个大字。

李豪表示，父母的义举不仅影响
了他和妹妹李华，办妥了遗体捐献手
续，还影响了左邻右舍，小西门居委
学前街152弄的居民先后有19位志
愿者加入了遗体捐献志愿者的队
伍。如今父母已经离去，但那份金婚
纪念日立下的遗嘱已经被上海福寿
园人文纪念馆珍藏起来，讲述着一对
普通夫妇的大智大爱。

首场“死亡TALK”让学生思考生命话题
“生命教育进高校”活动进中医大校园

学生在互动装置Before I Die墙上写下自己的话。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