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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声”动之旅——

他们采集到哪些“宝藏声音”

如今，“AI进课堂”已经成为现
实。作为辅助教学手段，人工智能
拓展了传统意义上课堂的时间与空
间，让课堂变得更灵活更有趣。比
如，在习作课上，教师可利用网络作
文平台资源，使用“小助手”功能，指
导学生点评批注同伴的习作，唤醒
孩子们的“读者意识”，让孩子们深
切感受作文的无穷魅力。

截至2024年12月27日，国家
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汇聚中小学
资源 11万余条，平台注册用户达
1.47 亿。2024 年末，国家终身教
育智慧教育平台上线，为建设“人
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
习型社会再添力量。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赋能学习型
社会建设，加强终身教育保障。

过去几年里，越来越多一流教
育教学资源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公

共服务平台，越来越多的农村学校
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未
来的教育，将更加以学生为中心，
使用翻转课堂、在线协作等多元化
的教学策略，让同学们主动学习、
带着问题学习，助力他们成长为具
备创新思维的新型人才。

2024年12月27日起，由江苏
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中心出品、现代快报+
制作推出的“学习 100”第三季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专题短视频上线。本集主

题聚焦推进教育数字化，跟着本期
课代表——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
教师金宏敏，一起来学习。

AI时代如何拥抱学习新形态？

出品：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制作：现代快报+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3月7
日发布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季
秋粮累计收购超3亿吨，相当于秋
粮产量的60%，秋粮旺季收购“大
头”落地。

秋粮占全年粮食产量七成以
上，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分
布在东北、黄淮海、长江中下游、
西南地区等13个粮食主产区。秋
粮收购开始以来，国家粮食和储
备局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
储，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
平，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
底线。

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有关部
门在黑龙江等粮食主产省启动中
晚稻最低收购价收购。中储粮优
化收购网点布局，满足农民售粮
需要。中晚稻旺季收购已于2月
底圆满结束，收购1.05亿吨，其中
最低收购价稻谷711万吨，有效发
挥了政策托底作用。

据介绍，目前玉米、大豆旺季
收购进入收尾阶段，收购量分别
超1.9亿吨、1000万吨，均为近年
来较高水平。国家粮食和储备局
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
前市场价格均比去年12月份每吨
上涨100至 200元。国内玉米期
货价格保持整体上涨态势，主力
合约价格较年前每吨上涨200元
左右，深加工企业开工率处于近
年来高位，市场购销两旺。

据新华社

全国秋粮
累计收购超3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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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喽，小伙伴们。我们一起去寻找‘长江的声音’吧！”
南京00后小伙陈德煌刚在群里发出消息，瞬间就被朋友们的一连串回复刷屏。
“已经在路上啦！”
“太期待了！”
“收到，立刻出发！”
阳光正好，洒在他们满是期待的脸庞上，陈德煌与香港青年陈昌泰、澳门青年关

子盈、台湾青年毛咏洵正奔赴一场充满未知与惊喜的长江“声”动之旅。他们的目的
地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南京段，在那里，“宝藏声音”正等待着他们去探寻。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新月/文 王光强 张仁松/摄

哈尔滨医科大学与哈尔滨工
业大学科研团队一项联合研究发
现，纳米机器人集群能够在精准
清除血栓过程中发挥作用，将推
动血栓治疗从被动给药向主动靶
向诊疗转变，为血栓性疾病的高
效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教授冷晓萍说，对于血栓性疾
病，传统溶栓治疗往往受血液层
流屏障限制，药物难以渗透至血
栓核心，不仅降低疗效，还会增加
复栓风险。受游动细菌涡旋运动
的启发，团队提出一种仿生动态
集群策略，也就是利用纳米机器
人主动打破层流屏障，提升溶栓
药物的递送效率。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贺强团
队在纳米机器人设计与制备方面
拥有技术突破，冷晓萍团队在超
声医学评估及临床转化领域积累
深厚。两个团队合作研制的一款
新型纳米机器人，能够自主运动
并形成类涡旋动态集群，可有效
突破血栓周边的层流屏障，实现
精准药物递送。

在大鼠下腔静脉狭窄血栓模
型中，研究团队采用多普勒超声
血流成像技术，成功监测到溶栓
过程中血流动力学的变化。实验
结果显示，纳米机器人集群可显
著改变血栓周围的层流模式，形
成涡流，大幅提高药物与血栓的
接触效率，实现高效溶栓。在深
静脉血栓模型中，这一策略可在6
分钟内清除4毫米静脉血栓，并展
现出清除陈旧性致密血栓的优
势。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副
校长郑海荣认为，这一技术的应
用将为血栓性疾病治疗提供更精
准、高效的解决方案。

日前，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
权威学术期刊《应用化学国际版》
上。 据新华社

我国科研团队发现
纳米机器人可除血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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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长江大桥：车水
马龙中的自豪回响

关子盈站在雄伟的南京长江
大桥一侧，微风轻轻拂过她的发
丝，带来一丝江水的湿润气息。

抬头望，是一幅车水马龙的繁
忙景象，引擎的轰鸣声、轮胎与桥
面摩擦的沙沙声交织，正奏响一曲
现代交通的乐章。“唰——”一列火
车从下层铁路桥呼啸而过，为乐章
再添活力。关子盈不禁感慨，这些
声音好像“跨过长江”，带来交往、
融合，正如这座桥，实现着连通南
北的梦想。

关子盈难掩内心的激动与自
豪：“南京长江大桥是我们自己设
计和建造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
桥！是‘争气桥’，如今站在这里，
还是忍不住心潮澎湃，要为中国智
慧和中国力量点赞！”

回想起大湾区的港珠澳大桥，
关子盈的脸上更是浮现出一抹骄
傲的笑容：“港珠澳大桥的建成也
让我倍感骄傲，它是连接粤港澳三
地的超级工程，让我们的跨海出行
变得超级方便。”

在这里，她还给澳门的朋友们
写了一张明信片：在长江的波澜壮
阔中，我们共同感受中华文明的脉
动。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一起共
创美好未来！

江豚观测点：“微笑精
灵”戏水声中的生态之喜

“快看！那是江豚吗？”陈昌泰
在南京鼓楼滨江水域的江豚观测
点，手指江面，兴奋地大喊。

只见江面上，几道灵动的黑影
若隐若现，时而跃出水面，溅起晶
莹的水花，时而又潜入水中，只留
下一圈圈荡漾的涟漪。能如此近
距离地目睹江豚，陈昌泰激动不
已。

你知道吗？南京是全国唯一
在市中心长江段有野生江豚稳定
栖居的城市。每年秋冬季，这里就
成了摄影爱好者们的“天堂”。“我
听说江豚可是比国宝大熊猫还要
珍贵的物种，在我们那儿，也有极
其珍贵的中华白海豚出没。”

随后，满心欢喜的陈昌泰来到
江豚书屋，迫不及待地给远在香港
的朋友写了一张明信片：江豚是长
江生生不息的赞歌，我们是祖国蓬
勃朝气的后生。让我们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用青春的热血和智慧，
为祖国的明天添上最亮丽的色彩！

中山码头：轮渡汽笛
声里的两岸情长

“横跨长江的快乐，只要两块
钱！快来中山码头体验一下吧。”
毛咏洵来到中山码头，迫不及待地

加入等候轮渡过江的队伍当中。
“两块钱的快乐，我来了！”

登上船，时值傍晚，夕阳的余
晖如同金色的纱幔，轻柔地洒在江
面上，“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
美得如同一幅画卷。此时，轮渡的
汽笛声“呜呜”地响起，悠长而又嘹
亮。

毛咏洵望着壮阔的长江，激动
得脸颊通红，她迅速掏出手机，对
着眼前的美景一阵猛拍。

置身于这场景之中，毛咏洵顿
感熟悉。她靠在甲板的栏杆上，思
绪飘回到了家乡台湾。她说，在台
湾，各岛屿间也可以通过轮渡来
往，“小三通”航线也成为两岸民众
往来的重要通道。“江面上不绝的
汽笛声，不正是我们情意绵绵的证
明吗？”想到这里，毛咏洵回到船舱
内，在落日余晖下，拿出一张明信
片，认真写下：一条大河，万物生
长。两岸相连，跨越江河。期待与
大家在南京相聚！

浦口火车站街区：拍
照打卡声中的文化传承

陈德煌从中山码头乘轮渡过
江，短短十分钟左右，便抵达终点
浦口码头。刚下轮渡，他就被不远
处的浦口火车站街区所吸引。

由“百年老火车站”旧址更新
改造而成的街区，既保留着旧建筑

独有的历史韵味，又融入了现代、
文艺的气息。古老的砖石墙壁上
爬满了青藤，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仿佛在低语着往昔的岁月。街边
的小店门口，挂着各种特色的招
牌，与古旧的建筑相映成趣。

被称作“中国最文艺的火车
站”的浦口火车站，正是现代散文
家朱自清《背影》中父亲攀爬月台
故事的发生地。慕名而来的游客
众多，整个街区人头攒动。一些热
门打卡点甚至需要排队拍照，游人
的嬉闹声、相机的拍照声此起彼
伏，交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陈德煌在人群中想找个绝佳
的拍摄角度可不容易，他索性找了
家咖啡店坐下，写起了邀请朋友们
来一起玩的明信片：站在长江之
畔，江水连接两岸青年的青春。愿
梦想如江中航船，乘风破浪，永不
搁浅。我们虽身处不同地域，但长
江这条纽带将我们紧紧相连，是我
们共同的文化记忆与精神象征，流
淌在中华儿女的心田生生不息。

南京长江大桥上的车水马龙
声、江豚观测点“微笑精灵”的戏水
声、中山码头的轮渡汽笛声、浦口火
车站街区游人拍照打卡嬉笑声……
这些声音串联起两岸青年对长江南
京段的印象，激发他们血脉中对中
华文化的认同。“根脉中华，共筑未
来”，是两岸青年共同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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