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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械工程学院的

同学正在调试他们

的作品 《直升机应
急逃生系统》。

本报记者 周 凯

洛阳理工学院的大四学生王晓丹喜欢

旅游， 去过不少大城市。 她发现现在很多
城市都在修建地铁， 而地铁噪声是个无法
避免的问题。 学习材料专业的她对地铁的
噪声屏障材料产生了兴趣。 在老师的指导
下， 王晓丹开始和两名同学一起研究地铁
用声屏障材料的研制。

这一研究， 还真出了成果。 目前被广
泛应用的地铁用声屏障材料———铝纤维吸

声板中的主要原料仅日本能生产， 在我国
应用的成本较高。 而王晓丹和她的团队研
制成的快冷铝质纤维吸声板与进口铝纤维

制成的吸声板性能相当， 有些性能甚至更

佳； 而最重要的是 ， 成本大大降低 。 这
次， 王晓丹就是带着这个项目来到大连理
工大学 “挑战杯” 的终审决赛现场。

王晓丹的项目只是洛阳理工学院参加

此次 “挑战杯 ” 终审决赛的三个项目之
一。 这所河南省属普通本科院校历来强调
学生综合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 鼓励并
引导学生积极参加课外科技创新和社会实

践活动。 近5年来 ， 学校获得 “挑战杯 ”
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大赛、 数学
建模竞赛等省级以上竞赛奖励170余项 ，
其中国家级奖励就多达37项。

事实上， 在 “挑战杯” 的赛场上， 早
就不只是985、 211高校的天下， 中国青年
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 不少不太知名的

“小学校” 都非常重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
创新能力的培养 ， 积极参加科技创新比
赛， 并取得了很优异的成绩。

合肥学院是一所建校仅31年的普通本
科学校，但近年来参加“挑战杯”的成绩却不
亚于一些名牌高校，这次又有三个项目来大
连参加终审决赛。计算机科学系的大四学生
周晶晶和他的团队带来的项目是《基于物联
网的公交车到站时间智能预测系统》。 简单
来说，这项研究就是让在车站等候的乘客可
以知道下一辆公交车还有多长时间到站。作
为团队的负责人之一，“参加这个项目就像
管理一个公司，我也很清楚地了解到软件开
发的整个流程”。周晶晶说。

在安徽省参加 “挑战杯” 终审决赛的
名单中， 除了中国科技大学、 安徽大学这
些名校外， 还可以看到安庆师范学院、 铜
陵学院、 合肥师范学院、 安徽水利水电职
业技术学院这些过去不太知名的名字。

上海电机学院隶属于上海电气 （集
团） 总公司， 是一所以工学为主的普通本
科院校。 学校前身是创建于1953年的上海
电机制造学校， 2004年才升格为普通本科
院校。 这次他们来参赛的项目 《无铁芯永
磁直驱风力发电机》 和学校的专业特色密
切相关。 参赛前一周， 项目组还专门邀请
在第十一届 “挑战杯” 中获全国二等奖的
校友张臻峰来校对组员进行培训。 梁森、
宋国强两位老师作为往届 “挑战杯” 指导
教师也应邀参加。 (下转T2版）

是大家的盛宴，不是少数人的游戏

本报记者 黄丹羽 陈凤莉

在河北大学大学生科技竞赛办公室主

任李亚林的印象里， 往年从来没有过这样
的景象：“挑战杯” 校级预选赛申报项目有
400多个，大一大二的学生围在老师跟前“讨
要”课题，理科学院的一位老师甚至要面对
十几批做科技创新项目的学生……

“这证明学生越来越积极参与了。”这
也是李亚林愿意看到的。

“挑战杯”走过二十二年，参赛高校从
最初的五十二所，到现在的几百所，吸引的
学生越来越多。

“想都不敢想的挑战杯”
在等待海报重印的空闲时间里， 六盘

水师范学院团委书记王薇和指导老师张绪

清在忙碌的布展大厅里逐行逐列参观各学

校的展位。看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易拉
宝”，王薇上前询问一番，回头对张绪清说：
“下回咱们也可以做这个。”一会儿，两人又
驻足在一张精致的海报前，稍加讨论，然后
掏出电话远程“遥控”自己学校的参赛学生
印制海报时“四周多空一些出来”。

虽然刚刚结束了长达三天两夜的长途

火车旅行， 虽然缺少布展经验导致临时发
生了一些小状况，但提起“第一次参加‘挑
战杯’”这件事，六盘水师范学院的老师和
同学们没有一丝疲惫和焦虑， 一个比一个
笑得开心。 （下转T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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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晚， 在第十二届 “挑
战杯” 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终审决赛开幕式上， 来自内地、
港澳台和海外的高校学生代表将象征

科技和梦想的蓝色荧光水注满 “挑战
杯” 字样的冰雕， 启动了本次大赛。

陆杰峰

南京大学哲学系大三学生

我们的课题研

究从重大公共安全

事件入手 ，透视新
时期的谣言问题 。
希望国家能够完

善以 “政府为主
导 ， 媒体为阵地 ，
公民为关键要素 ”
的综合防治体系 ，
真正做到谣言止

于智者。
（大连理工大学 白龙整理）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
俄罗斯卡尔梅克国立大学经

济系学生

我来参加 ‘挑
战杯’，不是为了挑
战谁，和谁竞争，我
只希望更多 的 人

了解卡尔梅克的

文化 。 我带着俄
罗斯的东方文化

来 到中 国 ， 虽然
不是科技创新的

产品 ，但是充满着
我们的诚意。

（大连外国语学院 董萍萍整理）

邓剑伟 厦门大学行政管理学

专业博士一年级学生

参加“挑战杯”
完全是因为自己对

项目感兴趣。 当你
感兴趣了就会像海

绵吸水一样不断地

去吸收还不知道的

知识。
（ 东 北 财 经 大 学
赵男整理）

晏培修 武汉市小学生（6岁）

我是跟着爸爸

来大连参观 “挑战
杯 ”的 。我对展区
里面的那些飞机

模型 、汽车模型比
较感兴趣 。 不过 ，
我觉得这些都没

有我家的玩具漂

亮 ，要是它们也能
穿上漂亮的 ‘外

衣’就好了。”
（哈尔滨工程大学 沈施岑整理）

本报记者 陈 璇

刚进入北京大学读研的李少文在武汉

大学本科就读期间， 就曾给武汉市人大常
委会写过立法建议并被采纳。两个多月前，
他的一篇 《微博问政给社会管理带来的挑
战及政策建议》又登在了《人民日报·内部
参阅》上。立法建议和“内参”都出自李少文
参加“挑战杯”的研究项目———长达16万字
的《微博问政的规范化研究》。李少文可以
自豪的是， 他的学术成果已经成为政府决
策的重要参考。

2010年9月，李少文注意到“宜黄事件”
的新闻报道。政府强拆引发的悲剧给这个法
学院学生带来很大触动；同时，他也注意到
一种由微博所带来的强大力量，“大批民众
微博问政，通过微博进行声援，矛头直指出
现问题的地方政府，其带来的舆论压力以及
由此转化成的促进民众参与的现实压力，迫
使政府必须紧急应对和谨慎处理”。
李少文整理了2010年和2011年初 “微博问
政”典型案例的大量资料和证据，并对一些
案例的代表性人物进行了访谈。在大连“挑
战杯”决赛的参赛现场，深夜12点，李海文
还在跟“政法类官员微博第一名”———浙江

省海宁市司法局局长金中通着电话。
四川开织“两会”政府微博，网友赞很

“给力”；武汉代表委员“织围脖”议“两会”，
网上聚民意； 张春贤成为微博史上最高级
别的官员， 网络问政再度进入安徽省政府
工作报告， 警方微博成热潮……李少文把

党政机关和官员主动开微博归纳为主流型

的“体制认可的微博问政”，“可以促使政府
和官员听取民意，注重与民众交流，提高立
法、决策和执行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公众除了利用“微博问政”监督政府官
员，讨论和反思政府的政策，还容易在网络
上“围观”社会公共事件，甚至会形成“网络
群体事件”。李少文认为，“群体事件”在微
博时代有了新形式。事件虽源于现实，但在
网上发酵，其影响力从网络再扩展到现实，
对政府公信力和形象造成了严重伤害，并
可能引发现实中民众的行动。

微博问政既有可能推动社会进步，同
时也给社会管理带来新挑战。23岁的李少
文写了一篇 《微博问政给社会管理带来的
挑战及建议》登在了《人民日报》的“内参”
上,鲜明地提出他的政策建议：

“转变观念，充分利用微博问政的特点
和优势，正面迎接它带来的挑战。”

“在重大公共事件发生后，要注意把握
微博上民意的变化。”

“强化政府信息公开，实现透明运作，
主动接受公众监督，建设‘开放型政府’。”

“党政机关和各级官员要主动利用、善
于利用、切实有效利用网络新技术。”

“在促进微博问政发展、鼓励公众利用
网络平台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 要明确
政府机构和官员的责任。”

“重视利用法律法规来保护和规制公
众微博问政的行为。”

李少文强调，让“‘微博问政’不成为可
怕的洪水猛兽， 关键是如何利用它来听取
民意，增加党政机关执政行为的合法性、民
主性和科学性。”

如何应对“微博问政”存在的不足和难

题呢？法学专业的李少文开出的“方子”是
将“微博问政”规范化和法治化。

不满足于坐而论道， 李少文进一步拿
出了实际行动。 今年初， 李少文拟了一份
《武汉市促进公众利用网络参与公共事务
办法》立法建议，送给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不久， 武汉市人大常委会法规工作室给了
他回复：“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委有
关工作机构将在适当的时候开展调研，届
时邀请你参加。”

对于一个在校大学生来说， 提出一个
专业的法律问题不易，能写立法建议更难。
李少文在遵循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

上， 结合自己的理论分析和调研， 在这份
《武汉市促进公众利用网络参与公共事务
办法》立法建议中试图明确政府和官员“推
动公众利用网络参与公共事务” 的责任和
规范、评价与考核以及公众应遵守的原则。
比如， 他在立法建议中明确写到 “禁止打

压、 报复利用网络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
“市、 区人民政府以及部门应当通过网站、
博客、网络意见版、微博等网络平台，就涉
及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和需
要公众参与的立法、决策、规划和治理，向
公众征求意见和建议”。“市、区人民政府以
及部门对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应当及时
展开调查和调研。”

涉及到如何评价和考核， 立法建议里
也明确应 “公布本机关推动公众利用网络
参与公共事务的工作年度报告”。

当初只是凭着兴趣想做一项学术研

究 ，没想到有一天论文不仅会放在 “挑战
杯 ”决赛的展台上，而且还能摆在政府机
关高层领导人的办公桌上 ， 为他们的决
策提供镜鉴， 李少文觉得自己曾经四个
月来的“足不出户”、甚至“废寝忘食”都是
值得的。

本报大连10月17日电

别让“微博问政”成洪水猛兽
“挑战杯”一参赛学生为政府决策提供建设性意见

本报记者 吴晓东

一支金发碧眼的参展队伍在大连

理工大学刘长春体育馆的舞蹈馆里

“安营扎寨”。 不光他们的参展作品让
人充满好奇， 就连他们带来的传统手
工艺品也很抢眼。两天来，这个展台总
是被围得水泄不通， 急得老外忙不迭
用生硬的中文说着：“不卖！不卖！”

包括俄罗斯8所高校在内的俄罗斯
大学生代表团一行携作品参展，成了第
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决赛的一大亮点。维塔斯
的海豚音在场馆里飘荡， 两国学子的
距离不再遥远。

“挑战杯”竞赛自创办之日起，就是
一场青春的聚会，而青春没有国界。除了
结合国家战略规划大背景与地方发展实

际与特色，加强学校、企业、政府间的交
流互动，促进成果转化。

邀请外国学生代表团参加 “挑战
杯”竞赛展示，首设主宾国制度，是“挑
战杯” 迈向国际化的又一次大胆创新。
近年来，中俄两国在人文领域的交流十
分活跃。中俄“国家年”、中俄“语言年”
的举办在两国民众中产生了积极反响。
而作为两个重要的世界大国，中俄以科
技为主题，加强两国高校之间培养高层
次人才交流互动成为当务之急。在这样
的大背景下，俄罗斯大学生团队有幸第
一个坐上了主宾国的位子。

人气一路攀升，“挑战杯”早已不再
甘心关起门来自娱自乐。本届“挑战杯”
上，由大连理工大学师生自编自导自演
的开闭幕式，全方位向来自港澳台和海
外的学生敞开大门，连主题歌《挑战》都
采用中英文填词，由来自海内外的学生
共同演唱。在“挑战青春，创新未来”国
际青年创新论坛上，海内外学子用中英
双语演讲，围绕青年创业、绿色低碳、青
年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等主题同台切磋。
在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公平角逐与智慧

火花的碰撞中，分享挑战青春、挑战梦
想、挑战未来的乐趣———“国际化”成了
“挑战杯”的关键词。

站得高，自然看得远。被誉为中国
当代大学生科技创新 “奥林匹克”的
“挑战杯”， 目光十几年前就开始投向
了境外的世界。从1997年香港大学、香
港中文大学和香港树仁学院等4所高
校代表香港地区观摩第五届 “挑战
杯”，到1999年第六届“挑战杯”首次迎
来澳门大学生作为特邀代表 ， 再到
2005年台湾地区高校派出由台湾大
学、政治大学、东海大学等7所知名高
校组成的豪华阵容携13件作品参与第
九届“挑战杯”决赛，“挑战杯”不仅仅
是完成梦寐以求的“团圆之旅”，为青
年科技人才构筑全球化视野， 搭建一
个国际化科技交流平台， 才是 “挑战
杯”的终极目标。

2003年11月 ，第八届“挑战杯”迎
来了第一支来自海外的代表团———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代表团前来观摩，
“挑战杯”竞赛走向国际化、成熟化的
趋势初露端倪；第九届“挑战杯”首次
设立了英文翻译小组， 负责官方网站
和资源报告书的英文版制作、编辑；到
了第十届“挑战杯”，连竞赛邀请书都
变身为精美的双语版本。这一年，来自
港澳台地区的25所高校和美国耶鲁大
学、英国国王学院等6所外国高校代表
团正式参加比赛，标志着“挑战杯”真
正走向世界。

在本届“挑战杯”章程中，参赛选手
名字前面“中国籍”三个字第一次被删
除。 这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在华留学生
出现在“挑战杯”赛场。根据教育部提供
的数字，2010年全年在华学习的外国留
学人员总数首次突破26万人，而这个数
字在2020年预计将达到50万。

“挑战杯”的舞台越来越大。但这一
切还仅仅是个起点。把“挑战杯”推向世
界， 已经列入组委会的战略规划当中。
因为主办方深知，“挑战杯”品牌的深化
和创新，需要紧扣时代脉搏，契合国家
战略选择方向，适应高等教育改革的趋
势和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需求，充分吸
收借鉴世界高校的先进经验。

与世界大学生科技竞赛接轨，最
终形成一个全球大学生创新竞赛的平

台———经过20多年的历练 ，“挑战杯 ”
胸有成竹，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把握
着自己美好的未来。

“小学校”也有“大创意”
赛场新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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