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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昨天昨天，，许多学校做了开学第一课的始业教育许多学校做了开学第一课的始业教育。。冬奥冬奥、、女足女足、、亚运等一系列与运动相关的词亚运等一系列与运动相关的词，，成为开学第一成为开学第一

课的热词课的热词。。在寒假里在寒假里，，同学们深受体育精神的激励同学们深受体育精神的激励，，开学之初开学之初，，学校借冬奥会如火如荼学校借冬奥会如火如荼、、杭州亚运会开幕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在

即即，，将体育将体育““不言败不言败、、不放弃不放弃””的精神引入了始业教育的精神引入了始业教育。。

上学期末上学期末，，杭州新世纪学校杭州新世纪学校 403403 班作为钱江晚报班作为钱江晚报““时事进课堂时事进课堂””的实践试点的实践试点，，教师与记者一起联手上了教师与记者一起联手上了

一堂一堂““中国在崛起中国在崛起””的班队课的班队课。。在昨天的开学第一课上在昨天的开学第一课上，，实践的意义拓展到了整个学校实践的意义拓展到了整个学校，，讲冬奥精神讲冬奥精神、、讲体育讲体育

拼搏精神成为各班开学第一课的主题拼搏精神成为各班开学第一课的主题。。上周六上周六，，钱江晚报钱江晚报《《成长读本成长读本》“》“时事开讲时事开讲””刊登的关于女足的刊登的关于女足的《《不言不言

败败，，开学最好的第一课开学最好的第一课》》也因此进入杭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课堂也因此进入杭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课堂，，成为开学第一课的教学素材成为开学第一课的教学素材。。

钱报《成长读本》走进课堂

“时事开讲”告诉你
新闻和生活的关系

在开学第一课上，同学们直接开启了“挑战自

我”的新学期目标。这一些目标从劳动、卫生、学习、

运动、兴趣等学生实际出发，十分详尽、有实操性。

看起来也十分可爱有趣：

沈奕阳：我想和同学们找到更多共同话题；

王晨阳：寒假过后我重了 10 斤，新学期我要管

住嘴迈开腿，减肥10斤；

郝欣荷：我要抓紧时间写作业，提高速度，争取

在回家前清掉作业；

夏晨菲：我要坚持练习吹长笛，保证每天半小时

的练习时间；

陈培元：我要坚持每天课外阅读半小时并做好

批注；

何文泽：我要挑战成功一分钟双脚交互跳 200

个以上；

秦海溢：我要把抽屉整理干净。

新闻+

本报记者 郭闻 通讯员 钟雅丽

开学致辞传递挑战精神

两位神秘“嘉宾”一早就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的

到来。“哇，竟然是冰墩墩和雪容融！”同学们赶紧上

前与人偶合影留念，也算是“一人一墩”啦！

虞大明校长在开学致辞中说：“超越自我，一起

向未来。谷爱凌划时代的1620转体，中国女足的逆

转绝杀，都让我们感受了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魅力

和震撼。人生的竞技场上，我们都是运动员，运动员

的精神底色就是不断突破、不断超越——字写得更

漂亮，是超越；书桌整理得更整齐，是超越；跑得更

快、跳得更高更远是超越；思维更敏捷、表达更流畅

是超越；言行举止更彬彬有礼是超越。让我们用不

断尝试，来孕育无限可能，用勇于挑战来超越自我，

相信大家一定可以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寒假里，学校推出的30秒运动挑战赛就是学生

对自我的挑战。挑战赛挑战的是老师，分为30秒跳

绳、投篮、颠乒乓球等多项，同学们挑战成功自然也

就超越了自己。

“时事开讲”成为教学素材
各班的班队课跟随着“冬奥记忆”展开。开学

“第一课”，舞台是孩子的，他们热情还原了从冬奥和

女足中汲取的精神和力量。每一个班的孩子都将冬

奥会中自己最心仪的新闻挑选出来，或做成PPT，或

当场演讲，或写成作文。

604班的徐沛玲说谷爱凌的事迹给了她很大的

激励。谷爱凌的妈妈觉得首保铜牌，但谷爱凌却向

高目标发起了挑战，“相信自己能做到更难的事”，谷

爱凌的事迹给了年轻女孩榜样的力量，让女生们能

够不断地突破自己。

503班的同学们早已写下作文：北京冬奥会的舞

台，不只属于胜者，更属于一切勇者、一切心有热爱的

奋斗者。他们展现的，是坚韧之美，是人性之光。

403 班则将《不言败，开学最好的第一课》一文

打印出来发给每一位同学。同学们边看边结合自身

提出了感想。许隽溢说：竭尽全力去踢球，即使输球

也会得到原谅的。方一诺说：在学习中暂时落后不

要紧，不放弃，不躺倒，就有进步的可能。凌衍豪说：

寒假里参加了篮球冠军赛，也觉得很苦，但是想想女

足就能咬牙熬过来。沈奕阳说：连珠穆朗玛峰都能

被征服，大家都要有攀登的勇气。

本报讯 2 月 15 日，首届浙江省青年科技英才

奖颁奖仪式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浙江工

商大学教授傅玲琳获奖。

此次获奖者都是为浙江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科

技创新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科技人才，仅20人入选。

过敏性疾病影响着全球约30亿以上的人口，已

成为发达国家的第六大慢性疾病，我国保守估计约有

1~3亿的过敏患者。其中过敏的发生有50%由致敏

性食物引起，食物过敏不仅严重影响了个体的身体健

康和生活质量，有时过敏反应会非常严重，甚至致命。

食物过敏是指机体免疫系统对某些食物蛋白质

的超常反应。那么，人体在摄入成千上万种食物蛋

白时为何只有有限的蛋白种类成为致敏蛋白？不同

个体的致敏蛋白种类为何又存在差异和特异性？浙

江工商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傅玲琳带领团

队十多年科研攻关，围绕食品安全与致敏控制研究

领域，针对致敏蛋白的识别与致敏性，创新性提出了

肠道菌群介导细胞信号传递的分子致敏机制。

“食物过敏是一种由某种食物引起的过度免疫

反应，主要由一种叫做免疫球蛋白E引起的，这种反

应具有环境、饮食结构和个体差异性。”傅玲琳说，从

2015年开始，她就和团队成员萌生了借助益生菌来

调控免疫反应从而改善我国沿海地区水产品过敏的

想法，并联合美国哈佛大学黏膜免疫及生物学研究

中心的教授团队，在自主构建的水产源致敏蛋白小

鼠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临床人群实验展开了研究，最

终发现特定益生菌不仅能提高机体的免疫防御功

能，还能通过优化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纠正免疫

细胞亚群的失衡，缓解或抑制水产品致敏蛋白引起

的过敏反应发生。

除了致敏机制的研究，针对我国食品产业致敏

原标签标识体系不完善的问题，傅玲琳团队还构建

了食品原料致敏性物质高灵敏靶向评价体系，以及

重构了致敏物质筛选平台，并发布了中国特色致敏

蛋白检测技术和标准，填补了国内本领域空白，并为

建立我国完整的食物致敏原风险评估标准体系提供

理论和技术支撑。

除了科研上扎实求真，傅玲琳教授还坚持科学

普及，牵头撰写了《食物过敏的奥秘》、《食用水产品》

等 5 部食品安全系列科普丛书，通过传播食品安全

科学知识来更好地奉献社会。

本报记者 郑琳 通讯员 林晓莹

食物过敏怎么办 特定益生菌能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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