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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活动收集了11万
个好问题

每一个孩子都是勇敢的探险
家，他们用好奇的眼光打量世界，
用稚嫩的声音提出问题。去年，
首届“天问杯”学生好问题征集活
动从上海启航，跨越江、浙、沪、
皖、新疆等近 10 个省市及自治
区，汇聚了 10 万余名学子的智
慧，收集了11万个富有创意和深
度的好问题，最终评选出60个年
度好问题和200个二类好问题。
活动中，学生们还与行业大咖面
对面，从知识的宝库中汲取智慧，
学习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思考和解
决问题。

在昨天的活动现场，首届“天
问杯”学生好问题征集活动的“天
问奖”“善问奖”和“乐问奖”正式颁
出。获奖学生们感慨地说，好问题
活动极大激发了自己的好奇心和
想象力，还有效促进了跨学科的学
习与思考，切实提升了自己的科学
兴趣、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

中学附属初级中学的黄雪润获得
了“天问奖”，她表示，在“天问杯”
活动中自己意识到，提出好问题
是学习的核心，甚至比找到答案
更重要，“提出好问题，能引导我
们走向更广阔的未来。”黄雪润的
妈妈也坦言，活动中孩子除了学
习到很多科学方面的知识外，参
加的人文学习活动对她全方位成
长也很有帮助。

全力打造培养杰出人才
的起点

随着第二届活动正式启动，
“天问杯”也开启了科学教育的新
征程。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未来
学习”研究的重要领域，第二届活
动邀请到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
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赵东
元担任首席科学家顾问，吴於人、
姜雪峰、沈波、岳涛、王天蓉等专
家与学生结对。活动汇聚少年英
才，提升青少年科学探究精神和
问题化学习能力的有效方法，培
育一大批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
年群体，全力打造培养杰出人才

的起点和孵化站基地。
现场，上海市科艺中心主任

陆晔、宝山区教育局局长张治与
长三角联盟校的代表们共同签署
了合作协议，标志着长三角地区
在科学教育领域的合作迈入崭新
阶段，将共同推动科学教育的繁
荣发展。

市教委副主任王浩表示，市
教委一直高度重视青少年科学教
育，制定了学生科学素养提升行
动计划，并纳入专项方案推进。
与宝山区政府携手举办的好问题
征集活动，搭建了有利于青少年
激发好奇心和展现创新思维的平
台，取得了显著成效。王浩说，加
强科学教育，要打造好协同育人
工作的新格局，建设好高水平的
支撑资源，搭建好科学素养培育
的平台，“希望各区积极聚焦青少
年需求，打造集探究研究、孵化展
示和赛事育人为一体的育人平
台，推进市区两级青少年科学研
究院培养模式创新，开展青少年
工程院育人实践，扩大科学创新
实践工作站的培养规模。”

通过生物技术
解决宠物粪便问题
此次创青春选手、上海魅拓

科技创始人周子木带来的项目
是文明养宠拾便解决方案。周
子木家里养了2只吉娃娃。在小
区遛狗时会碰到一些麻烦事，比
如捡拾后的狗粪便找不到垃圾
桶，不知道扔到哪。

有一次他在露营的时候，在
帐篷附近看到很多狗狗粪便，朋
友开玩笑地建议他将自家公司的
生物菌技术应用到宠物粪便上。
一语点醒梦中人。原来，周子木
所在的公司多年前投入了新生物
菌技术产品开发，2022年“免水冲
免清掏型生物技术厕所”被评入
藏区《甘孜州厕所技术导则》，成
为国内首个唯一实现高寒地区生
物技术厕所应用的企业。这次偶
然的对话，让他决定展开对宠物
粪便分类处理产品的研制，做宠
物市场细分推广。

“猫砂、宠物粪便到底是干垃
圾还是湿垃圾？目前，宠粪未有
明确处理分类标准，直接扔进垃

圾桶会产生臭味、细菌，危害健
康。即便将它们列入垃圾分类的
序列，处理成本也是极高的。”周
子木告诉记者，通过太阳能+生物
能对宠物粪便降解，就可以实现
绿色的资源化回收利用。

目前，这套设备已经在松江
几个小区试点投放。只要宠物
主人将宠物粪便投入箱体，设备
就会自动搅拌粪便，通过附着的
生物菌降解粪便。而因为采用
了太阳能，设备可以持续不绝地
维持生物菌的活性，控制箱体的
温度和湿度。

在试投放的时候，很多小区
居民以为这个造型可爱的箱体
是给流浪猫狗自动投喂的。这
也给了周子木一些启发，“没准
未来我们会多做两个盒子，方便
爱心人士投放食物和水。”

“国内倡导垃圾分类属于刚
起步，宠物粪便分类处理较为空
白。在国内，一方面养宠人群创
造了巨大宠物消费市场，另一方
面宠物粪便处理存在社会公共治
理问题，且没有有效推广的解决
方案。”周子木十分看好这一项

目，认为其市场潜力巨大。“它的
应用场景很多，包括社区、园林绿
化等，还可以开拓海外市场。”

为盲人度身定制
导航及虚拟陪伴系统
在此次的徐汇创青春项目

中，有一个“远程盲人辅助导航
及虚拟陪伴系统”也十分显眼。
这是上海心芯联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的一群青年科学家们为盲
人群体度身定制的可穿戴式“视
网膜”。

戴上头盔或者挂饰就可以
行动自如，听起来有点天方夜
谭。但随着新产品的问世，这一
梦想有望成真。

该项目负责人许胜勇介绍
说，“我们团队采取了AI+人工复
合系统与服务模式，为视障人士
指路；触觉编码指令可以充分保
护他们的天然听觉感知。我们
提出一种基于融合定位和人机
交互技术，借助云端数据库、AI
识别和人工综合分析，为盲人提
供安全合理的行动方案，完成实
时交流、导航和虚拟陪伴等服务

功能。”
许胜勇将这一技术的原理

类比为无人驾驶，穿戴式设备可
以分两路定位计算，将数据反馈
给盲人。“有的盲人缺乏安全感，
我们还设置了人工远程陪伴，后
台有2位非视障残障人士可提供
紧急辅助，提供互助服务。”

可穿戴式“视网膜”会不会
反应有点慢？许胜勇的回答是：
系统延时在1秒以内，至于视障
人士的反应速度则因人而异。

他还透露说，目前研发出来
的初代产品已经由湖南省株洲
市残联招募的视障志愿者试
用。有多达 30 位盲人经过了 6
轮测试，试用时间达到了两三千
小时。“今年夏天，已经有两位盲
人戴上我们的产品，独自从株洲
坐车到长沙，事实证明，他们可
以便捷地开展交通工具之间的
换乘，不管是换乘还是徒步没发
生碰撞情况。目前这两位志愿
者已经成为我们的长期佩戴装
置测试员。”

许胜勇分析说，目前，国际
国内都没有可以普遍推广的帮

助盲人在城市环境里独自出行
的科技系统和装置。国外一部
分盲人使用导盲犬，国内导盲犬
只有两百条左右，这个数量和视
障人数相比是远远不够的。“我
们希望成立全国乃至全球的失
能人群互助网络平台，为各类失
能人群提供生活不便的解决方
案。视觉障碍解决方案是这个
项目的切入点。”

据了解，此次初赛徐汇团区
委积极联动漕河泾科创等孵化
器，征集项目涵盖了数字经济、
现代消费、元宇宙和港澳台及海
外人才等8个赛道。萌爪派对、
机器人助力传统石材养护走向
人机协同、低空物流无人机起降
场管理系统等新项目纷纷呈现，
吸引了中信建投、国信中数等创
投机构与人才局、新工办等区内
部门关注。“此次大赛我们联动
区域化团建资源，准备了‘创业
能量大礼包’，从投资融资、技术
创新、法治服务、园区载体等多
方面，整合创新创业资源，为青
年团队创业梦保驾护航。”徐汇
团区委相关负责人说道。

宠物便便生物菌降解、可穿戴式“视网膜”

徐汇创青春项目黑科技满满
小区里四处都是遛狗留下的粪便，猫砂不

知道归类在哪种垃圾种类里。有一个养宠物的
青年创客突发奇想，尝试用生物菌技术攻克养
宠难题；一群青年科学家在攻克人工视网膜难
关的同时，想到了给盲人朋友设计穿戴式“视网
膜”，助他们避开前方的路障。

这两天，徐汇团区委正在积极筹备“国投临
港杯”第十一届“创青春”上海青年创新创业大
赛徐汇初赛项目展演。记者看到，目前进入初
赛的11个项目中，出现了数个具有公益属性的
项目。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布袋院士”赵东元担任首席科学家顾问
第二届“天问杯”学生好问题征集活动启动

“春天为什么有的树先发芽，有的树先开花？”“人的指纹为

什么都是不一样的？”“一个星期为什么有7天？”著名教育家陶行

知先生曾说过：“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一个好问题就像一

把钥匙，能打开孩子心里那扇通往知识和创新的神秘大门。在

总结首届活动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昨天下午，第二届“天问杯”学

生好问题征集活动正式启动，而本届活动由“布袋院士”赵东元

担任首席科学家顾问。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穿戴式“视网膜”。 受访者供图文明养宠拾便解决方案。

学生展示问题化学习的成果。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