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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职业病认定需及时更新
4月 25日至 5月 1日是全国第21个《职业病防治法》

宣传周。关于连续几个小时坐在电脑前，腰酸背痛、手腕抽
筋等，算不算“职业病”引发网友关注。有记者调查获悉，上
班族常见的颈椎病、“鼠标手”等目前还不属于国家法定职
业病。

随着社会发展，新职业不断涌现，电脑成为人们离
不开的办公工具，而长期使用电脑导致的颈椎病、“鼠
标手”等问题，已成为许多打工人的常见病。为此，应
适时、灵活、适度调整法定职业病的认定，关注新职业、
新危害因素，保障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权益。

黄婷 整理点评

“隔空猥亵”儿童被判6年有重要意义
近日，被告人毛某因“隔空猥亵”儿童，被湖北省随州市曾

都区人民法院以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据了解，
2021年9月，毛某在网络游戏平台结识14岁的周某某，并多
次要求其交换隐私部位照片。

“隔空猥亵”是一种事实伤害，无论是轻浮的文
字，还是不适当的视频连线，抑或其他方式，都会对未
成年人身心产生不可逆转的伤害，必须依法处罚。“隔
空猥亵”儿童被判6年一案能让大家进一步认识到“隔
空猥亵”的严重性，能对企图伸出“罪恶之手”的网络

“大灰狼”起到震慑作用。

自动续费难取消必须抵制和查处
近期，有网友反映，手机软件上的付费项目续费容易，退

订困难。有些软件为退订账户设置重重障碍，这侵犯了消费
者权益，影响了消费者的使用体验。

自动续费难取消的问题被诟病已久。相关平台或层
层隐藏关闭入口，或在同意条款中设置陷阱，让人防不胜
防。而消费者自觉“损失小”，放弃维权的不在少数。正
因如此，自动续费难取消的问题必须抵制和查处，不能任
其欺骗消费者。

推行小份菜需多方合力
随着反食品浪费法的出台实施，小份菜、半份菜受到消费

者热捧。然而，近日有记者走访了20多家饭馆发现几乎没有
饭馆设置小份菜、半份菜。

小份菜的推出既是为了避免“舌尖上的浪费”，助力
光盘行动，也是为了让消费者有更好的就餐体验。商家
不应只考虑盈利情况，而放弃设置小份菜或半份菜。当
然，提高餐饮店设置小份菜的热情也需要相关部门推出
相应的举措。

王墅，哈尔滨工
业大学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助理研究
员，入选第一届全球
铸造行业科技青年
论坛全球前 20 优秀
科技青年。她主要
从事先进材料熔化
与凝固过程的数值
模 拟 方 面 的 研 究 。
从初次接触材料专
业的懵懂学子到如
今小有成就的青年
科学家，对铸造行业
的热爱支撑着她在
通往科学巅峰的道
路上不断前行。

/ 人物小传 /

春蕾花开

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助理研究员王墅

用热爱“浇注”科研梦想

女报 角视视

总有远方可以奔赴 总有高峰能够攀登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亚菲

年仅29岁的王墅，目前在哈尔滨工
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从事先进材
料熔化与凝固过程的数值模拟方面的研
究。在她看来，搞科研是一个孤独的过
程，只有足够热爱，才能走到最后。从初
次接触材料专业的懵懂学子到如今小有
成就的青年科学家，正是这种热爱支撑着
她在往科学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推开铸造行业大门
王墅本科就读于沈阳工业大学，因成

绩优异获得保研资格，后进入哈尔滨工业
大学直接攻读博士学位。顺利完成博士
学业后，她选择留校继续科研事业并进行
教学工作，从事先进材料熔化与凝固过程
的数值模拟方面的研究。

说起“推开”铸造行业的大门，王墅非
常坦白地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考后，选择专业时，对铸造业并不十分
了解。”上大一时进行了更专业的课程学
习，并通过一些金属加工工艺实习，才慢
慢对所学专业熟悉起来，王墅打了个形象
的比方来介绍自己所学的专业：“就像小
时候用桶装泥土，扣到地上就形成小房子
的形状。”

读本科的时候王墅接触到生产实习，
当见到金属液浇注到模具中，形成汽车的
曲轴等部件时，王墅被深深地迷住了。“真
的太有意思了！”她兴奋地向记者描述当
时的情景。随着对专业的不断了解，她找
到了其中的乐趣，后续硕士和博士阶段，
王墅选择继续在这个领域学习深造。

回忆起十年前选择专业时的情境，王
墅记得那时铸造行业女性比例不高，她
说，通常人们提起铸造行业时，会认为其
对体力的要求很高，但其实除了一般大众
理解的重工范畴，铸造业也细分了很多不
同的内容。“随着计算机的快速发展，很多

领域都更适合女性从事了，比如模拟仿真
方向。”王墅说，“近几年明显感觉加入这
个行业的女性变多了，我所在的课题组里
一多半都是女性。”

工科女生的浪漫
“模拟仿真包括了铸造科学和物理科

学的交叉过程，比如，利用电磁感应加热
使金属块熔化，需要对这种物理方程进行
求解，把求解的结果展示出来，就是我们
现在的工作。”王墅用更通俗的说明向记
者介绍：“比如说，汽车行业中，每一辆汽

车都会有轮毂，或者是有一些曲轴的金属
部件，在铸造之前，肯定得让金属液浇注
到一个带有轮毂型腔的模子里。它凝固
了之后，就是我们想要的轮毂。当然铸造
获得的只是最初的状态，后续还会对初始
的铸锭进行机械加工，包括表面的喷涂
等。”

对研究内容的工艺进行设计时，铸件
必须杜绝内部的缺陷。这些设计在特定
的软件上进行操作，需要1∶1还原实物，
涉及大量精密的计算和编程内容。“当初
为了熟练操作软件，足足磨合了一年。”王

墅说。
为了追求更好的设计效果，她选择用

一种极为“难啃”的软件进行设计。周围
的同学不知道怎么操作，她只能自己不断
摸索和研究，无数次的失败没有浇灭她理
想的火焰，反而让她的斗志更加高昂。“我
们的模拟研究只有0和1两种结果，达不
到想要的结果就是失败。”回忆起当初的
磨砺，王墅觉得很值，“我是不服输的性
格，遇到困难反而兴奋起来，就想克服
它。就像打怪升级后获得了铠甲，会非常
开心。”

对于行业的整体趋势，参加工作不久
的王墅还不能讲出太多体会。但读博期
间的她，对于自己能模拟出实验数据，相
当自豪和兴奋。“当时激动的心情现在都
记得。”她说，“其实在模具里浇注金属液
时，是什么都看不见的。但通过数值模拟
仿真，会出现各种颜色的云图，用于反映
物理场的分布。云图很漂亮，这大概是工
科女生的浪漫吧。”

王墅说，搞科研是一个孤独的过程，
每个人都需要独自探索。只有足够热爱，
才能走到最后。虽然，未来在这条路上还
有很多风雨，但她满怀憧憬。

听说第一届全球铸造行业科技青年
论坛将从20位代表中最终产生3位青年
科技人员，参加 6月在德国杜塞尔多夫
举办的 2023GIFA 展览会，王墅特别兴
奋。她告诉记者，这是行业内第一次举
办这样的展览会，能参与其中很有意义，
她也想和全球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深入交
流，开阔眼界。“希望自己可以入选，去德
国实地参观考察。”她笑着说出愿望，虔
诚而笃定。

□ 戴先任

将垃圾桶倒扣在同学头上算不算欺凌？近日，上海市教
委、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发布了2.0版本《中小学生欺凌防治指
导手册》（以下简称《手册》），明确学生欺凌认定的四个要素、
五个常见形式和常见领域、八种常见错误观念等，为学校、教
师、家长、学生等提供清晰的操作指引。

校园欺凌是不少国家都面临着的难题。近年来，我国校
园暴力欺凌犯罪有了显著下降，据最高检数据，2021年起诉
校园暴力和欺凌犯罪案件较2018年下降74.7%。校园暴力和
欺凌犯罪大幅下降，但整治校园欺凌不能有丝毫松懈，还需久
久为功、坚持不懈，加强校园欺凌综合治理。

校园欺凌长期以来存在认定难、处理难等问题。上海市
预防中小学校园欺凌项目拓展组调研发现，对欺凌的认定标
准不明确、缺乏权威中立的第三方居中裁定、学校和老师作出
的判断家长不认同等影响了校园欺凌治理效率，增加了校园
欺凌治理难度，不利于精准整治校园欺凌行为，是校园欺凌治
理需要攻克的难点、堵点。

划清“欺凌”与“打闹”的界限，才能防范“误伤”，能让
校园欺凌更加无处遁形，让学生知行知止，让教师、家长有
明确依据进行处理。为指引各方精准识别欺凌行为，上海
市教委、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此次发布的《手册》对此作出了
回应，将学生欺凌概念解构成“主体要素”“主观要素”“行
为要素”“结果要素”四要素。对学校、教师、家长如何防治
学生欺凌、学生如何应对学生欺凌进行了清晰的指导，并
将相关法律法规作为附则发布，便于查阅使用。

《手册》还提出，校园作为学生日常活动的场所，应加强
学生欺凌的预防和教育，制定相关工作制度，畅通学生欺凌
的早期预警、事中处理及事后干预的具体流程；对易发生学
生欺凌的场所，通过人防和技防等方式重点监管……

打击校园欺凌需要精准有力，也需要进行综合治理。
在这方面，《手册》强调了家长、教师等各方的责任，提出吸
纳公安、司法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经验与做法，强化
了法治副校长参与防治学生欺凌，明确了检察机关、公安机
关、社会工作者等各方责任。此外，向校园暴力精准“亮
剑”还需政府、司法、学校、家庭、社会等各方合力，唯其如
此，才能铲除滋生校园欺凌的土壤，共同守护好保护未成年
人的“防线”。

打击校园欺凌
需 精 准 有 力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蔡冷玥

收到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的采访邀约
时，石琳正处于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准备的
冲刺阶段。在备考间隙，她向记者讲述了自
己的成长故事。石琳坦言，如果没有“春蕾计
划”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与鼓励，她可能早已辍
学打工，不会有机会实现梦想，过上自己想要
的生活。“因为在我‘淋雨’时，来自社会的爱
心力量为我撑起了一把伞，我也有责任并愿
意尽我所能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她说。

困境中遇见“春蕾”
1995年9月，石琳出生在贵州省铜仁市

松桃县正大镇地所村的一户人家。在家中，
她排行老大，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石琳
回忆，小时候，退伍返乡的父亲开了一家小型
汽修店，母亲经营着一家小饭馆，家中虽不富
裕，但也算衣食无忧。但在她读小学二年级
时，家中突遭变故，妹妹也突患疾病，家里欠
下了许多外债，一时间，生活陷入困境。

看着母亲没日没夜地在店里忙碌，一有
空闲还要兼职帮别人洗衣服，石琳十分心
疼。因此，在外读书的她，哪怕平日里生活费
用尽，也不忍心再找父母要，只是一味地节衣
缩食。石琳说，她也曾有过想要放弃读书的

念头，但却被母亲坚决打消，“那时候妈妈坚
定地对我说，哪怕是砸锅卖铁也要让我们都
上学，她还一直教育我和弟弟妹妹，遇到困难
不要退缩，要对生活充满希望。”

希望，悄然出现。
“有一天，学校跟我说，有个叫‘春蕾计

划’的公益项目可以资助我生活费，我当时真
的感觉‘久旱逢甘露’。”石琳说，那时候学习
压力很大，又正在长身体，对营养的需求很
大，但为了省钱，她在食堂吃饭一般只打两个
素菜，“有了这笔资助，我的日常饮食有了一
定改善，不用再为生活费担忧，也能一门心思
扑在学习上了。”石琳回忆道。

努力学习走出苗寨
去外地上大学，感受不同城市的文化，是

从小生活在苗寨的石琳的愿望。理想之火激
励着她奋发努力，社会的关爱更给予她温
暖。她愈发珍惜时光，认真学习，成绩始终保
持班级前列。“上中学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
一般早上五点钟就起来了，我们先在操场上
跑几圈，之后到教室看书学习。当时学校还
是统一供电，我们到得早，教室一片漆黑，大
家就点着蜡烛、打着手电筒学习。后来，学校
知道了这件事，就提前供电方便我们读书。”

功不唐捐，玉汝于成。熬过了那段奋笔
疾书的时光和披星戴月的日子，金秋九月，石
琳如愿进入贵州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专业学
习。

支教两载情暖乡村孩童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是石琳进入大学后

除学习之外，对自己提出的新要求。她积极加
入学校的“黔爱行”支教团，每周五徒步到学校
周边的乡村小学，义务教授孩子们英语和自然
科学。当地雨水丰沛，但石琳的支教路风雨无
阻，整整坚持了两年时间。

“因为淋过雨，所以也想为别人撑伞”，这
是石琳选择支教的初衷。

“支教的时候，如果上课说话太多嗓子哑
了，就会有孩子趁下课的时候给我的杯子装满
热水。这些孩子心灵纯粹，都很懂事。身在大
山深处，他们没有太多机会接触新鲜事物。所
以，我希望自己可以为他们的生活增添更多色
彩，让他们的童年变得更加丰富。”石琳说。

支教期间，为了让自己教授的英语课更有
趣，石琳用自己勤工俭学的钱报了课外英语口
语班，向老师请教教学方法。“英语学习不能照
本宣科，我的课堂会更多尝试让孩子们用学过
的单词、句子进行分组表演，让她们找到学习
的乐趣。”

支教期间，班上有一个小男孩令石琳印象
时刻，“那个小朋友特别不喜欢学习，是其他老
师都搞不定的‘调皮鬼’”。但石琳没有放弃这
个“小顽童”，多次跟他谈心，了解其不爱学习
的原因，还鼓励他积极参与英语课堂的表演环
节。最终，小男孩在石琳的陪伴下逐渐敞开心
扉、融入集体，也燃起了对学习的兴趣。

“之后我去家访，了解到这个小朋友是一
名留守儿童。他的爷爷奶奶告诉我，孩子有了
很大改变，现在回家后会把写作业排在第一
位。”石琳听到老人反馈的那一刻，意识到自己
做的事情很有意义，个人的力量也许微小，但
也有影响他人的能量。

心怀家乡投身科研
大学支教的经历让石琳更加坚定地“做更

多有意义的事”，这也影响了她对未来职业方向
的选择。“我的家乡存在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
题，所以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我选择了环境科学
专业，希望能深耕相关领域，将来为环境污染治
理工作贡献力量，让家乡重现绿水青山。”

本科毕业后，石琳又考入了中国科学院地
球化学研究所读研。研究生第一年，石琳在研
究所的北京校区学习。在这里，她接触到了环
境科学领域更多前沿知识，开阔了思路，拓宽
了眼界。“认识到更多优秀的人让我知道学无
止境，想真正在这个领域里有所建树，我要更
加努力。”石琳说道。

如今，石琳已硕士毕业，留所担任助理工
程师，并选择继续备考和攻读博士学位。她立
志要成为一名环境科学领域的科技人才，希望
能通过自己的研究，为水体富营养化修复工作
以及城市和农村的污水治理贡献力量。

从小学到研究生，从苗寨走向首都北京，
石琳坚信总有远方可以奔赴，总有高峰能够攀
登，无论出生何处，人生都有无限可能。

从“春蕾女童”到科研新秀的石琳

44月月2727日日，，旅美归国大熊猫旅美归国大熊猫““丫丫丫丫””在位于在位于
上海的隔离检疫圈舍内上海的隔离检疫圈舍内。。新华社发新华社发（（付卓新付卓新//摄摄））

旅 美 大 熊 猫
“丫丫”顺利回国

据新华社上海4月27日电（记者 严
赋憬 杨恺）北京时间4月27日16时26
分，23岁的旅美归国大熊猫“丫丫”抵达上
海浦东国际机场。

2003年4月，大熊猫“丫丫”“乐乐”旅居
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动物园。按照合作协
议，于今年到期回国。今年2月，“乐乐”因心
脏病离世，终年25岁，遗体同机返回国内。

记者27日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为保
障“丫丫”安全顺利回国，3月16日，北京
动物园选派的经验丰富的饲养员和兽医抵
达美国参与饲养护理，熟悉掌握“丫丫”的
生活习性和饲养情况，开展行为训练、日常
体检和健康评估等工作。

为做好“丫丫”隔离检疫，上海动物园
设立了专门的隔离检疫场所。在隔离检疫
期间，北京动物园专家团队将驻场全天24
小时陪护。

据了解，中美开展大熊猫合作研究20
年来，在饲养管理、疾病防控、人员培训、公
众教育、人文交流等多方面取得良好成效，
为促进濒危物种保护研究和增进中美人民
友谊发挥了积极作用。

4月27日，旅美归国大熊猫“丫丫”抵达上海浦
东国际机场。 新华社发（张海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