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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场景属于《民法典》中“物业服务”权
利边界的应用。

《民法典》第九百四十四条规定，“物业服务
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
式催交物业费。”因此，物业威胁业主“不付物业
费就断水断电”的做法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业主并非恶意不交
物业费，而是物业的服务质量标准不能达到业
主认可的水平，就像这个案例中提到的“电梯
坏了一星期物业也不修”，对此业主有意见，以
缓交或停交物业费作为提出异议的方式。在过
去，物业公司一般的做法就是以停水停电的方
式逼业主交费就范，但这无法解决双方的根本
矛盾。 而这一法条的确定，将会倒逼物业公司
提高服务质量， 大大减少双方矛盾的恶性循
环，引导双方更加规范地履行合同义务，这也
是民法典中诸多重要价值取向之一。

（上海市民法典宣讲团成员、全国律师协
会副会长、 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盛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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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北北： 我们这楼

电梯坏了一星期了。

邻居北北 ：为什么

我家会停水？

管阿姨：这可不行，物业公司

应该合法合理催交物业费。

邻居北北：说了，但一直没

来修。 诶，怎么没水了？

管阿姨：和物

业说了吗？

物业公司： 不付物

业费就断水断电！

外滩教育论坛特设科创专场，汪品先院士寄语青少年

没了好奇心，也就没了创新灵感

做一名科学家，需要什么样的潜质？
怎样让青少年时代的好奇心保持得更长
久些？中小学生参加科学探究的真正目的
又是什么？12月 13日上午，外滩教育论坛
特设科创专场，主题就是“探秘未知 保护
你的好奇心”。

本次论坛由上海市教委指导，上海市
教育学会和新民晚报社共同主办，上海科
技馆协办。论坛通过新华网、中国教育在
线、东方网、澎湃、新民网进行了直播。

首席记者 王蔚 陆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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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品先院士是此次科创专场主讲人 ■ 外滩教育论坛科创专场现场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有意思的是，此次科创专场

论坛“一大一小”的特征十分鲜
明。请来的主讲人是 84岁的中

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
地球科学院教授汪品先，讲的是

中国科技从弱到强不断壮大的
大问题。与大院士对话的，是五

爱高级中学高三学生高建瓴和

格致中学高一学生刘文舟，他俩
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上海

青少年科学研究院小研究员，人
称“小院士”。

“海底还有没有孕育出新的
生命、衍生出新的物种的可能

呢？”“是什么在支撑着您那么大
岁数了仍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

拼搏？”……
“小院士”向

大院士提出
的每一个问

题，都是发自
内心的。在高

一时曾对科技活动十分痴迷的

小高同学，到了高二时，探究的
热情却降温了，因为功课多了、

考试多了。这也让他常常自问，
难道学习就是为了多考几个高

分？难道参加科技活动就是为了
比赛获奖？

而小刘同学一心想的是如何

在青少年科创活动中不断挑战自
我。她说，自己虽是女生，但上了

初中后就喜欢上了航模，本市的
比赛基本上都可以轻松夺冠，在

参加全国比赛时就给自己加压，
每一个零件都加工到极致。

上海科技馆上海科学传播与
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娴在论坛

上不无忧虑地说，曾在全市百余
?学校做过调查，尽管科技馆的

项目和活动十分有意义，也特别
吸引孩子，但前来的青少年以小

学生居多，初中生来得比较少，高
中生基本上不来了。

“小院士”提问大院士

    随着年级的增高，参加科技探究

的兴趣却在减弱，这种现象引起了大
院士的蹙眉。汪品先说：“同学们如果

真的想做科学研究，就必须永远保有
一颗好奇心。科学具有两重性，作为

生产力，科学是有用的；作为文化，科
学是有趣的。科学的源头在创新，而

科学家的好奇心，正是源头创新的文
化基础。”

在汪品先看来，失去了好奇心也

就失去了创新的灵感。“和艺术一样，
原创性科学需要有灵感的触发。阿基

米德的浮力原理，是他在澡盆里发现

的；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的雏形，最
早是在他的梦里出现的；达尔文的进

化论思想，产生于环球航行的游轮
上。智慧的灵感犹如闪光，可以稍纵

即逝。”汪院士告诫孩子们，对于科

学、对于创新，不能冷若冰霜，要有热

血，心中要始终有一团火焰。好奇心
是创新的前提之一，科学创新并非随

地都是，是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
的。在青少年时代，好奇心往往会碰

到不同的境遇，比如，孩子们提出了
一个奇思妙想，有时却会招来家长和

老师的批评。应试教育习惯于按照趋

同性思维出题，要求学生给出同一个
答案。这与培养科学思维、培养创新

素养是格格不入的。

    两年前，汪品先以 82岁的高龄

做了一件很“酷”的事情———搭载
4500米载人深潜器，于 9?内在南

海完成 3次下潜。他说，这是萦绕在
心头近半个世纪的深海梦。圆梦，和

年龄无关；保持好奇心，是他一辈子
要做的事情。“好奇心不等于胡思乱

想，因为梦想是不需要学习和探究

的，而真正做科学研究，是需要有相
当长的学习积累过程的，是非常不容

易的，也是非常艰辛的。科学探究不

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家长，不是为
了好处，不是为了名气。”他说。

对于大院士的寄语，宋娴说，综
观近十年来参加创新大赛的青少年，

他们都有三个特质：一是平时都比较
重视参加课余科创实践活动；二是带

着问题去探究，善于思考，善于提出

问题；三是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强，对
自己有着高目标、严要求。此外，他们

的家庭也十分支持孩子参加科创活

动，父母也很善于保护和鼓励孩子的
好奇心。

上海科技馆副馆长缪文靖在论坛
致辞中说，全社会都有责任共同培养

和提升青少年的创新素养。这些年来，
上海科技馆特别注重社会联动，打造

集馆校、馆研、馆际、馆企等合作于一

体的“科创教育共同体”，累计签约合
作学校达 216?，覆盖全市 16个区，

培育中小学教师近 400人次，馆校合
作模式正在全市不断扩容和升级。

科学探究需要积累

好奇心是创新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