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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闻·城事

近日，肯德基和钱江晚报联手打造

的城市公益客厅，暂时离开了杭州北山

街 85 号的大本营，携手梦想小镇、阿里

人工实验室、孟京辉工作室、画画很美公

益组织，一起组团前往贵州省三都水族

自治县都江镇甲找村甲找小学。

志愿者们想做一件事——将杭州的

“智慧基因”带到贵州大山，让大山的孩

子在智能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感受到大

山外的智能世界。

这是已经进行了 11 年的百胜中国

“捐一元”公益行动在贵州探访的一个项

目，北京和成都的志愿者也为孩子们带

去了特色课程。

90后创客
为孩子们打开科幻之门

甲找小学距离贵阳有 4 个多小时的

车程，孩子们多数都是住校生，50%以上

的孩子是留守儿童。

来自杭州梦想小镇的90后创客郭翔和

程章变身“郭大侠”和“卷毛侠”，为孩子们带

去了“人工智能”和“物联网”两堂课，打开了

一个充满智能的科幻世界，想为很少接触

“智能”概念的山区孩子种下智能的种子。

正式上课前，做工业设计的程章和

为儿童编程教育设计课程的郭翔都做足

功课，就连如何最快时间亲近孩子都做

了几种方案。为更生动地让孩子们理解

现在的智能科技的含义，两人都至少重

写了三次PPT讲义。

现场天猫精灵（阿里发布的人工智

能产品品牌，能听懂中文语音指令，实现

智能家居控制等功能）也加盟，成了甲找

小学同学们新的“插班生”，和老师们一

问一答，开启了小朋友对未来的想象。

课后，孩子们用天真的文字，稚嫩的画

笔，画出了他们心中的未来机器人画像，

多数都与父母的陪伴有关。

作为志愿者代表
“天猫精灵”常驻山区

听着孩子们关于未来的话语，看着

孩子们纯真的大眼睛，志愿者们都有一

个同样的思考，怎样能够更好更长久地

连线山区的孩子，用更多的方式把“智能

未来”送进山区。

“课后，一个孩子害羞地挪步到我身

边，想继续研究VR眼镜。他们对新事物

的接受度远远超乎我的想象。”做工业设

计的程章想把自己的所看所闻带回杭州，

变成实际的产品再交回到孩子们手上，

“孩子们家校间的路很长，如果有一个固

定的设备能陪孩子在路上学习就好了。”

而新同学“天猫精灵”未来将常驻于

甲找的大山里，成为孩子的新玩伴。“我

们希望推动更多人工智能设备进入贫困

地区，为孩子们提供更多的学习途径。

以天猫精灵为例，它有海量的信息存储，

能应对儿童的信息需求。比如孩子问天

空为什么是蓝色的？很多农村家长答不

出来，天猫精灵就能够利用数字引擎给

出科学的答案。”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

室用户体验总经理王万林说。

“画画很美”公益项目的创始人贾艺

鹏，则把孩子们对于“智能”的向往以及

志愿者的课堂画了出来。未来这些手绘

作品将在西湖边的城市公益客厅里长期

展示。

如果你错过了门店“捐一元”活动，

可以在肯德基 APP、必胜客 APP 等网上

订餐平台继续参与捐款。

本报记者 黄莺/文

通讯员 单单/摄

将杭州的“智慧基因”带给大山里的孩子

杭州城市公益客厅走进贵州，“天猫精灵”将常驻山区

昨天，衢州江山实验小学正式开学，早晨7点30分后，校长站

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这些年几乎成了江山实验小学每天清晨一

道固定的风景。从2009年上学期开始，杨根法就一直站在校门

口迎接学生上学，除了出差或者生病请假，其他时候从未间断。

“这件事让我开心，做决策时也更贴近学生和家长的需

求，现在已经上瘾了，一天不站就觉得不踏实，如果身体允许，

我会一直站下去。”杨根法说。

九年来每天在校门口迎接孩子
和1000名学生打招呼
江山实验小学校长杨根法表示，只要身体允许，会在校门口一直站下去

本报记者 盛伟 文/摄

站学校门口一小时
跟孩子们说“新学年加油”

早晨 7 点 30 分，离上课时间还有一个小

时，孩子们三三两两来到学校。

“杨校长好。”孩子们向校门口的杨根法

敬礼致敬。杨根法挥手回应。“你们好，新学

年要加油哦。”

小帅哥傅予是五年级一班的学生，外向

的他拥抱了杨根法，“杨校长好，杨校长我想

你了。”杨根法也热情回应，“一个暑假不见又

长高了，长帅了。新学年要更上一层楼，表现

好，校长会给你奖励。”

杨根法坦言，他不能叫出所有孩子的名

字，但看面相能认出实验小学的学生。8 点

30 分，上课铃声响起，杨根法走进校园巡

校。“全校1641个学生，早晨和我打招呼的超

过1000人，有点累，但是每天都这么做，已经

习惯了。”杨根法说。

一站九年
和学生拉近距离

杨根法是 2009 年 4 月开始站校门口迎

接学生的，彼时，杨根法是江山城区另一所小

学的校长。

站校门口的那天，学校大门刚建好，杨根

法本意是想感受一下学校大门从无到有的喜

悦。但当他看着孩子们有说有笑跨进校门，

行色匆匆的老师赶来上班，却感觉到了“一种

办公室不能体会的踏实”。从那天起，杨根法

就决定每天清晨站在校门口迎接孩子。

江山实验小学老师王勇觉得校长这一做

法不错,“站学校门口和学生拉近了距离，校

长的鼓励还能给学生以鼓舞和信心，对老师

也是一种鞭策，校长一大早就站在校门口，我

们哪里敢懈怠啊。”

“坚持九年不容易，我看到了一个校长的

用心。”学生家长郑女士说。

站校门口
采纳家长的合理化建议

一站九年，除了踏实，杨根法还收获了什

么？有位爷爷送孙子来上学，对孩子千叮咛

万嘱咐。孩子的父母都是上班族，只能让年

迈的爷爷接送。“为了部分孩子的安全，学校

能不能放学后接管孩子一段时间？”杨根法将

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放到学校班子成员会议

上讨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这个建议也与江山市教育局的想法不谋

而合，江山教育局随后在全市范围内启动“四点

钟学校”，即下午放学后没人接送的孩子由学校

管到下午五点，做到与下班的家长无缝对接。

杨根法个人也因此获得了“衢州市名校

长”等诸多荣誉。

学校这些年更是获得了数百项荣誉。在

诸多奖项中，杨根法最看重的是中国教育学会

颁发的“安全教育实验区全国示范学校”奖。

“近距离接触孩子，就是为孩子的安全筑了一

道防火墙。孩子的安全大于天，只要站在学

校门口迎接学生，能得到家长学生的认同，我

就一直站下去。”

城市公益客厅志愿者和甲找小学孩子们沟通人工智能未来是什么样的。

杨 根 法 校 长

在 校 门 口 迎

接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