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7青年2018年5月23日星期三
责任编辑张红叶 美术编辑陆轶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2018中国MBA
创业大赛开赛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创业大赛
烽火再燃。2018中国MBA创业大赛
启动仪式暨交大安泰百年院庆创新创
业大讲堂近日在沪举行。据悉，此次
大赛，内地地区商学院以及境外特邀
商学院MBA在校学生和毕业五年之内
的MBA校友均可组团参赛，参赛作品
应该是基于创业团队的创意或借鉴现
有企业的经验,去追求新的商业机
会。最终冠军组将得到奖金10万元。

此次创新创业大讲堂邀请到三
位在创业和投资领域的大咖为大家
带来创新的思维，科技新应用以及投
资新动态。其中，交大智能网联电动
汽车创新中心副主任杨明教授从研
究背景、低速无人车分类、发展历史
与应用、总结和展望四个方面跟大家
介绍了低速无人驾驶现状和趋势。

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教育教学
“嘿吼！嘿吼！”一阵阵吆喝声，

踩着船头传来的鼓点声，一群男生把
手里的桨抡得整齐划一，龙舟在河里
一溜烟似地向前冲去。这是上海海
洋大学体育课上的一幕。这样激情
四射的场面，每周都能见到三四次。
但不同的是，上海海洋大学的龙舟课
不仅是作为一种现代竞技体育项目，
更是作为思政教育教学的课堂，传承
并阐释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龙舟课教师迟焕祺被学生亲切
地称为“大迟”。学生评价他“教育我
们步入社会的做人做事道理，实际上
是一位人生导师”。在“大迟”的龙舟
课上，这绝不是一门“四肢发达”的体
育课，而是一堂“激情澎湃的人生大
课”。“大迟”的龙舟课，更注重爱国爱
校的集体主义培养，注重团队协作和
学生的自我管理。

“龙舟课不仅是身体上的训练，
更是一顿香气四溢的‘心灵鸡汤’。”
学生刘玮笑着说，“有时候，运动做不
下去了，迟老师会说‘坚持住，你的对
手必然会比你更努力’，听了这句话，
我们便又来劲了。”

在迟焕祺的教案里，有一个必不
可少的教学环节：让学生面对国旗和
校旗，以及龙舟队拼搏而来的各种奖
杯。“每当面对着国旗，面对着这些前
辈们拼来的累累硕果，心里怎么能不
激动？怎么能不自豪？”上海海洋大
学食品学院16级食品科学与工程专
业学生罗晓韵告诉记者。“但爱国、爱
校，也并不是喊喊口号，而是要用实
际行动来践行的。”

在上海海洋大学的力量训练房，
还有一面“冠军墙”：只有历届获得冠
军的队员，才能登上这面象征荣誉的
冠军墙。“学生们在训练的时候都会
看到这面冠军墙，这对于他们来说是
一种无声的激励。墙上的每一个人
都是他们的榜样，激励着一代代人在
通向冠军的道路上拼搏。”迟焕祺说。

“作为普通学生，虽然你们不是
体育特长生，但要相信自己，你们也

是有思想、有拼劲的！”迟焕祺说。每
一次龙舟课上，他都会根据他们的情
况来做心理辅导。

“我们是海洋大国，但还不是海
洋强国。要成为海洋强国，就要靠你
们这帮海洋人才。”“我们不仅仅是需
要强健的体魄，更需要强健的大脑。
要靠你们的智慧去建设祖国。”在龙
舟课上，这些话掷地有声。

迟焕祺认为，上海海洋大学开设
的龙舟课，带给学生的感悟和启发已
经远远超过了体育运动本身，并已内
化为心中的一种信念和追求。“龙舟
课上蕴含的爱国精神、奋斗精神、团
队精神，能够让他们受益一生。这也
是我开设龙舟课的初衷。”

“体育就是锻炼人的体魄，塑造
人的精神。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形
式，进一步深化‘课程思政’教育理
念，把‘立德树人’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让每一门课的育人功能得以实
现，让每一门综合素养课、专业课都
有了思政味，实现育人功能。”上海海
洋大学党委书记吴嘉敏说。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把“国”
“家”“团队”等情怀带进课堂，将深深
刻在每一个海大学子的心中。

培养学生“勇敢、包容、合作”精神
这边厢是龙舟课，那边厢是帆船

课。只见远处帆影点点，近处绿意围
岸，碧蓝色的湖水映衬着白色的风帆，
美丽的智慧湖让人心旷神怡。素有“航
海家的摇篮”美誉的上海海事大学智慧
湖大学生帆船基地近日正式启动，不仅
给原本风清景秀的校园又增添了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更成为学校推广航海文
化、帆船运动的窗口和高校帆船爱好者
交流的平台。校方表示，有望面向全校
学生陆续开展帆船课程。

智慧湖帆船基地依山傍水，从学
校海燕山脚下绵绵延伸至智慧湖
中。自建成试运行以来，智慧湖帆船
基地吸引了校内外一批批帆船爱好
者前去体验和观摩。“智慧湖帆船码
头为校内帆船爱好者提供了零距离
接触帆船、体验帆船的机会，也为校

帆船协会学生提供了训练平台。”上
海海事大学帆船协会指导老师鲍万
松告诉记者，目前，学校帆船协会每
天组织学生开展2小时帆船训练，主
要包括帆船理论课堂、帆船实物讲
解、帆船运动史学习以及帆船水上实
操等。

除了校帆船协会训练以外，智慧
湖帆船基地还定期面向全校师生开
放体验，并在上海海事大学一年一度
的校园开放日当天面向校内外帆船爱
好者开放体验。在各类开放体验过程
中，校帆船协会学生作为教练和工作
人员，负责开展大众帆船基础理论课、
帆船体验以及水上教学等活动。

据介绍，上海海事大学历来重视
吴淞商船精神的传承和发扬，有着辉
煌的帆船运动历史。早在上世纪80
年代，海事大学的学生们就仅凭三条
无动力救生舢板，以荡桨和驶帆的方
式，完成了上海至普陀山的往返航
程。之后，该校学生又驾驶着“天琴”

“天鹰”号帆船，分别于1987年、1997
年成功远航至日本和中国香港。
2016年，为弘扬航海精神和帆船文
化，学校成立学生帆船协会。短短两
年时间，培养了一批出色的帆船运动
员。校帆船协会学生在国内知名帆
船赛事中也屡获佳绩。

校方表示，近期，学校将以智慧
湖帆船基地为依托，开展帆船进课堂
项目，采用“培养+引进”双模式优先
保障专门师资，进而面向全校学生开
展帆船课程。利用第一课堂和第二
课堂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文化育人，打
造品牌文化项目，培养学生帆船技
能，丰富学生课外活动。

上海海事大学校长黄有方认为，
通过在校园内建设帆船基地，可以为
学生们提供逐浪扬帆的平台，不仅培
养学生“勇敢、包容、合作”的航海精
神，更提升他们对学校航海文化和航
海精神的认同感，建立文化自信。同
时，在文化传承过程中，使学生有获
得感，引导学生全面成才，切实为国
家海洋强国和“一带一路”建设培养
合格的接班人。

中国原创32个
“I类新药”集中获批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浦东院士
讲坛暨2018手性药物院士论坛近日
在上海中医药大学举行。论坛上传
出消息，国家创新药专项实施以来，
截至目前已有32个I类新药获批取
得新药证书，今年上半年还可能获批
近10个。

本次论坛延续了浦东院士讲坛
“高层次、有特色、受欢迎”的品牌活
动特点，共有八位两院院士出席论
坛。院士们从源头创新、药理药效、
中药活性、工艺进展等多方面，对中
草药的手性创制进行了介绍和总结，
从多学科、多角度对目前发展中存在
的不足以及今后发展的方向提出了
中肯的看法和宝贵的建议。

随着药企对创新药研发和投入
的力度不断加大，中国创新药物已走
到面临突破的重要关口。作为科技
含金量最高的原创新药，“I类新药”是
药物研发“皇冠上的明珠”。作为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重大新药创制”的技术
总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中医药大
学名誉校长桑国卫在论坛上透露，国
家创新药专项实施以来，截至目前已
有32个I类新药获批取得新药证书，今
年上半年还可能获批近10个，将填补
相关疾病领域的用药空白，为解决百
姓重大疾病用药需求、缓解百姓“看
病贵”问题提供有力支撑。

据悉，针对从肝炎、实体瘤到老
痴、糖尿病等的重大疾病，当前重大
专项之下，共有168个新药化合物处
于最后的第三期临床试验阶段，按照
新药研发规律，到2020年预计可以
再出30个左右的重大品种。

上海中医药大学创新中药研究院
也在当天揭牌成立。上海中医药大
学校长徐建光介绍，该研究院是上海
中医药大学科技创新型科学组织和
科技成果转化的示范基地，其定位于
面向中医药行业发展，为中药研发及
技术创新提供支撑平台，培育孵化、
自主研发创新中药，同时面向临床常
见疾病诊疗，开展中医药转化医学研
究，为中医药精准治疗的疗效提升提
供专业化的国际联合创新研究柔性
合作平台。

学生认真练习划龙舟。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为学生们提供逐浪扬帆的平台 让每一门课的育人功能得以实现

龙舟帆船特色课释放思政大能量
■年轻态

上海海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两所独具“水”资源的高校如何创新课程思政？青年报记者在采访中
发现，两校除了常规思政体系外，都在巧妙借势，释放出思政育人大能量。一边是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融入教育教学，一边则是通过在校园内建设帆船基地，为学生们提供逐浪扬帆的平台，让学生感悟和受
到启发的都远远超过了体育运动本身。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