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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警铃大作，一会儿烟

雾弥漫，开学前夕，上海市格致初
级中学一间教室内“险情不断”。

“火灾逃生”过程中，一组学生腰
弯得不够低，墙壁上的传感器敏

锐发出了声音提醒，同学们

不得不重新捂住耳鼻，猫腰
冲进“火场”，这一次，他们顺

利通过了考验。
这是记者在格致初中安

全演练现场见到的一幕。经
过巧妙设计，该校应昌期校

区 3 楼一间看似普通的教

室，如今成了“麻雀虽小，五
脏俱全”的公共安全教室。虽

然面积有限，但教室内设有
厨房消防安全隐患查找、燃

气泄漏处置、公交车逃生、灭
火器体验、火场逃生演练、建

筑火灾消防、心肺复苏救护
等十几个不同的体验和展示

场景，利用多媒体手段，为学
生提供仿真互动体验。

“你们来找一找，这里有
哪 5处安全隐患？”在一间厨

房，德育室老师王艳正引导
同学们通过观察，完成手中

任务单。“油瓶不能在燃气灶
旁边！”“毛巾离灶台太近

了！”同学们陆续报出答案。
虽然发现了液化气瓶倾倒

的问题，但一名男生仍有疑
惑，如今很少有家庭使用液

化气瓶，这样的安全常识还
有用吗？王老师解惑，“液化

气瓶在很多摊贩、早点铺仍

在使用，如果每个人多留个
心眼，城市就能多份安全。”

指着一个满是插头的排插，
王老师提醒，一个细节就可能带

来安全隐患，比如，排插过量会导
致插座超负荷工作，尤其是冰箱、

烤箱等大功率电器同时工作，可
能引起火灾。

更难的考验还在后面。“模拟

灭火体验区”的大屏幕上出现了
教室、厨房、卧室、餐厅、焊接区、

变压器、宿舍、食堂等 8个不同起
火点，同学们要从干粉、清水、二

氧化碳、泡沫等四种灭火器
中选择其一对准屏幕进行

“3D”模拟灭火。清水灭火器

可以消灭纺织物和木材的火
焰，却万万不能用在电器上；

干粉灭火器应用在可燃气体
和带电设备上，但碰上金属

器材就无能为力了；二氧化
碳灭火器则是保护贵重设备

和档案资料的一把好手……
根据指引，新手“消防员”很

快掌握了新技能，成功的欢
呼声此起彼伏。

“安全教育不是一句空
话，学生要在真实的体验中

才有收获。”格致初中校长王
珏介绍，每名学生都将分批

参加为期半天的暑期公共安
全教育。多学科教师联手制

作课件，设计体验内容。除了
在公共安全教室开展演练，

各班教室内，一节“防疫知识
课”也同时开讲。进校门时要

有哪些防疫流程？口罩怎么
戴才最规范？洗手怎样洗才

有效？上下学路上乘坐公共
交通又要注意些啥？校青保

老师沈毅对同学们说，“时间

长了，大家的防疫意识可能
会松懈，但只有我们每个人

做好主动积极的防疫，才能
杜绝疫情扩散。这是我们每

个人的责任。”在预备年级
教室，新生们则从老师分饭

盛汤时戴的手套、领餐时的一米

间距中，感受着新校园给予的安
全感。

首席记者 陆梓华
实习生 朱欢怡

    昨天是同济大学 2021级新生

报到的日子。现场，一位来自四川攀
枝花的同学格外引人注目，他没有

双臂，却“行动自如”———只见他抬
起脚来，用脚签字，在接受体温测

试、出示随申码和行程码、将进校码
查验通过后，还来到四平路校区新

体育馆内接受核酸检测采样。他叫

彭超，是“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
兵”，如今成了同济法学院硕士生。

1989 年，一部励志电影《我的
左脚》风靡全球，影片描写了爱尔兰

天才画家克里斯蒂 ·布朗的真实故
事：一个瘫痪的男孩在母亲的帮助

下，用脚写字，从此拥有精彩的人
生。这部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和

最佳影片提名的影片，曾经激励过
无数人。彭超的故事就是《我的左

脚》的中国版。
彭超 6岁时不幸触碰到变压器

上的电线，导致双臂截肢。但他没有
被命运的挫折打倒，而是开始尝试

用脚来写字、洗脸刷牙、洗衣做饭。
经过努力，他完全做到了以脚代手、

生活自理。彭超以 608分的高考总
成绩考入四川大学法学院。他自强

不息，被评为“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标兵”和“第六届全国自强模范”。

他喜欢诗词，曾在川大中华经
典美文诵读大赛上表演。大一下学

期，参加了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
他过五关斩六将，成了首位擂主。在

专业学习以外，彭超也积极参加各

种课余活动、学生工作。他说：“虽然
有不便，但是我还是想要努力跟大

家一样，别人做得到的我也可以。”
在大学里，彭超也选修了体育

课。“我选的足球，不用手的”，彭超

说自己球踢得不算好，但是通过上

课掌握了很多足球知识，也很喜欢
和大家一起踢球、互动的感觉。“我

心里一直有一种信念：我能行的，只
要我付出更多努力。”

令人感动的一个场面出现在今
年 3月底，同济大学研究生复试的

考场上：当时，同济大学法学院教师

正在进行研究生复试资格审核。一
位身穿白色运动服的瘦高个子男生

戴着口罩走到老师们面前，轻声问
道：“老师，下午的笔试，可以为我安

排两个硬一点的凳子吗？我没有双
臂，需要用脚写字。”来人正是彭超。

老师发现，这名考生没有双臂。
同济大学专门为彭超找来了两

只木凳和一张木板，在笔试教室里
安装成了一张特殊的课桌。当天，彭

超跟其他复试考生一同走进考场，
并用与其他考生相同的时间，用脚

答完了所有试题。不久，彭超因初
试、笔试和面试成绩达到录取分数

线，顺利被同济大学法学院拟录取。

昨天，同济法学院欢迎这名特
殊新生的到来，学校同样为他带来

了暖心的服务：他入住宿舍楼一楼
的爱心屋，可“刷脸”开门。为方便他

开关灯，同济大学学生社区服务中
心已经为他专门配备了可移动式开

关。根据他本人意愿，将卫生间内的

坐式马桶改为蹲式。卫生间热水器
龙头升降杆，也下移了，方便他洗

浴。宿舍内相关生活设施，可根据其
需要进行相关改造。同济大学还将

为他定制方便他在教室听课学习的
课桌椅。

“今天很激动，也有说不出的感
动，同济大学为我考虑得这么周到

细致，为我做了这么多。”彭超的感
激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接下来 3

年，我会更加努力，争取把自己的专
业知识提升到一定水平，多发表论

文，今后还想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本报记者 张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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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脚写字的他来报到了

安
全
实
训
教
室
开
课
了

开学季特别报道

    挥挥手，眨眨眼，热情地
道一声“欢迎师生入校”……

今天一早， 卢湾中学教学楼
底楼大厅， 具有体温筛查功
能的机器人“优友”准时上岗
（见下图）， 配合教师团队做
好开学入学防疫演练。 记者
上午走访部分中小学校园看
到，和这两天气温一样高的，

还有申城校园迎接孩子们返
校的热情。

做足防疫功课 欢迎师生入校

开学前机器人先开工

■ 复旦大学附属徐汇实验学校
测温通道

机械“大白”智能消毒
在卢湾中学，“优友”还有一群一

样努力的小伙伴。机器人“大白”喷着

消毒液喷雾走过，校长张怡介绍，它将
成为校园的“防疫担当”。在保洁阿姨

放学后人工对每间教室进行消毒后，
每晚 7时，“大白”也将准时自动开启，

自己乘坐楼梯上下楼，用它的“消毒智

能雾化装置”完成整幢教学楼的全面
消毒。每晚，也是图书馆分拣机器人的

工作时间，它将巡视整个场馆，根据扫
描条码记录师生错放书籍，为图书管

理人员减轻工作量。走廊上的钢琴同
样拥有一个智慧大脑，不仅能提供电

子乐谱，还能给孩子们在课间当一名
音乐陪练。

防疫礼包摆上课桌
师生入校防控关、每日三测体温、

临时留观区应急处理、学生分班用餐、

校园每日消毒……虽然已经是熟悉的
流程，但在今天上午的模拟演练中，卢

湾中学的老师们仍全部认真完成。校
长张怡表示，这是为了提高应急处置

能力和疫情防控的责任意识，营造校

园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良好氛围。口罩、
口罩塑封袋、一次性手套、免洗洗手

液、酒精消毒湿纸巾……教室里，一个
个内容丰富的“防疫包”已经摆上了课

桌。《卢湾中学学生一日防疫指南》上，

印有青年党团员教师自创的卢湾中学
学生防疫口诀。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们

为新六年级的学弟学妹们拍摄自制了
《卢湾校园防疫场景模拟》微视频，让

学弟学妹们能尽快熟悉学校一日防疫
流程与要求。

校园变出运动空间
新学期，复旦大学附属徐汇实验

学校的孩子一走进校园，就会忍不住

蹦起来，跳起来———校园内几乎所有
的空地都被塑胶场地覆盖，门廊下的

一块宽阔空间，原本是硬质地面，现
在，新铺的塑胶场地通过各种标识线

条，让孩子可以不受天气影响，随时随

地完成跳房子、跳绳梯、立定跳远等多
项运动。校长黄琪介绍，为进一步落实

“5课 2操 2活动”体育（体锻）课新要
求，让全校 3个年级 570多个孩子有

充足的运动空间，利用暑假时间，学校
增加的塑胶运动场地足有近 800平方

米。在每天下午 3：30到 5：30的课后
看护服务时间，孩子除了在校内完成

作业，还能自愿报名通过民乐、啦啦
操、国际象棋、射击、合唱团等特色社

团活动中发现兴趣，发展特长。黄琪自
豪地告诉记者，尽管学校成立仅三年，

但已经创出一定的特色，啦啦操队在
全区阳光体育大联赛中摘得一等奖。

在卢湾中学，一支本校教师、家长

志愿者、退休教师、社会专业人员等四
方协同的课后服务团队已经在建立之

中。学校将探索课后服务“4+1”组合
模式，即周一至周四依据学生学情安

排作业指导、学科答疑、整本书阅读、
自主学习拓展等课后服务内容，周五

安排艺术、体育、劳动、科创、信息等项

目学习和社团活动。课后服务解决大
部分学生书面作业，做到学习“周周

清”，并满足不同学生个性而多元发展
需求，让家长放心满意。

首席记者 陆梓华 / 文

本报记者 孙中钦 /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