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本科教学质量将有!年报"

内容包括招生就业等统计数据

! ! ! !本报讯（记者 张炯强 特约通
讯员 焦苇）上海的高校将像上市公
司一样每年定期发布自己的“业
绩”。市教委日前决定试行上海高校
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
据悉，年度报告的内容包括：教

学运行及质量保障情况，招生、毕业
及就业情况，年度重大教学改革和

成果，教学条件与保障，存在问题及
对策措施等。报告还涉及一些关键
数据，比如，教学经费投入占比、生
师比、招生录取数据、毕业!就业统

计数据、正副教授上课比例等。上海
高校定于每年 "月底前在本校网站
上发布质量报告，并报市教委备案，
市教委将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

! ! ! !本报讯（记者 易蓉）昨
天下午，来自莘庄镇小学的
#$ 名小学生在老师和家长
的带领下来到上海公安高等
专科学校莘庄校区，参与了
“警营开放日”活动，摸摸步
枪、参与演练。

活动通过警用枪械、警
务执勤装备展示，紧急出警
和防暴队形综合演练，队列
会操，学员寝室内务规范展
示等，展现了上海公安教育
培训成果和培训学员的警务
技能和精神风貌。
与小学生家庭一起参与

开放日活动的还有部分在训
第二专科学员家长、在职民
警家属，本次开放日也是公
安高专莘庄校区首次对小学
生开放。据悉，学校正计划将
开放日活动常态化，未来还
将向社区居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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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记
者 王蔚）上海师
范大学剑桥国际
中心近日传出喜
讯，截至目前该校
%$&% 届毕业生已
获得 '( 所英国大
学、)) 所美国大
学、&(所加拿大大
学、( 所中国香港
大学的共计 *)*

份录取通知书。其
中，&+人被牛津大
学和剑桥大学录
取，) 人被美国综
合排名前 %$ 位的

大学录取，,人考入香港大学。
已有工程与技术、自然科学、

医药科学、人文与社会等近 +$个
热门专业，向上师大剑桥中心的
学生发出了邀请。作为国内规模
最大的 - ./0/1 国际课程学校，
校方表示，获得世界名校的录取
通知书并不稀奇，而“如何筛选海
外大学”常常成为他们的难题。学
校始终努力转变“重名校轻专业”
的观念，让学生和家长的眼光不
只盯着国外名校的金字招牌，而
是要着眼于孩子未来的发展方向
和职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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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学家正在研究害虫种群遗传调控技术

让害虫“老爸”生不出健康“女儿”
! ! !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春暖花
开，家里的蚊蝇又蠢蠢欲动，庄稼地
里的害虫重新“暗藏杀机”。记者近
日从第 &""期东方科技论坛“害虫
防治新方法”专题研讨会上获悉，
上海科学家正在研究新的害虫种
群遗传调控技术，找准害虫的性别
开关，让雄虫携带某种不利后代雌
性发育的遗传物质，慢慢危及整个
害虫种群，逐渐降低危害农业生产
的害虫种群密度。

害虫狂吃粮食
杀虫剂污染环境
每年，我国农作物病虫害发生

面积达 %2+!(2(亿亩，粮食损失高达
'3$$ 万吨，约占粮食总产量的
*2*"。主要的虫害有 &,$$多种，暴
发特别严重的有几十种。有效开展
虫害控制是实现农业稳产、高产的
重要保障。

大面积使用杀虫剂污染环境，
也危害人们身体健康，开发环境友
好、高效、低毒的防治方法是未来害
虫防治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年
来，开发害虫防治新技术，已成为国
际防治害虫研究的前沿领域。%$$$

年以来，英美等发达国家率先以蚊
虫为对象开展害虫种群的遗传调控
研究。%$&$年，盖茨4美琳达基金会

斥资 &"'$ 万美元支持这项研究，
%$&& 年再次投资 ,$$ 万美元用于
转基因蚊虫的大量饲养和小范围的
释放试验。
与此同时，国外研究机构也开

始关注中国农田虫害市场，并将中
国作为遗传调控昆虫产品的输出
对象。在技术层面上，国外机构则
对中国严格保密，任何质粒和材
料的转让都必须签署严格的协议
并附加未来的收益分配方案。面
对这一局面，我国科学家正在积极
布局相关技术研发，发展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害虫种群遗传调控理论
与技术。

寻找关键基因
给害虫“计划生育”
所谓害虫种群的遗传调控技术

就是利用害虫自身生长发育的关键
基因，采用性别控制开关，通过遗传
转化，使雄虫携带导致后代雌虫发
育异常或雌性不育的物质。这些雄
虫具有正常的生存和交配能力，可
与自然种群中的雌性交配并导致下
一代雌虫发育异常或死亡，而雄虫
能够正常发育。如此世代繁殖后，具
有这种能力的雄虫逐渐增加，而自
然种群中的雌虫比例下降，使害虫
种群密度逐渐降低。

研究人员指出，该方法有点类
似给害虫种群“计划生育”，在传统
昆虫不育技术的理念上，综合了遗
传学、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化学
生态学等学科的知识和理论。
研究人员还在寻找靶标基因让

害虫患有某种天生残疾。例如，找到
控制蚊子腿脚的基因，让其中的某
条腿患上“软骨病”，再无力平衡支
撑身体吸取人血。当然，为了避免该
技术有可能对环境安全产生影响，
必须找准蚊子特有的这段遗传基
因，并经过反复评估后才会开展实
验。目前，相关技术研究还处于实验
室阶段。

上外附中多名学子被海外名校录取，他们拥有相似之处———

童年小事萌发“牛人”专业兴趣
! ! ! !日前，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
国语学校的 ($余名学生被哈佛、哥
伦比亚、剑桥等世界一流名校录取。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些被人羡慕
的尖子生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
对自己有着清晰的职业规划，而那
些梦想，从童年就开始了。

庄凌梓
儿时迷路钻研地图
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的男生庄

凌梓，计划选择城市规划或环境工
程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这竟源自
于他童年的迷路经历———)岁跟着
父母初到上海，面对陌生的城市，他
开始学会在出门前琢磨地图。他对
地图的兴趣与日俱增，出门办事，他
喜欢来回走两条不同的路线，观察
公交线路和沿途地标。在同学朋友
心中，他是最牢靠的“人工导航仪”。
渐渐地，他开始对城市规划着

迷，研究城市布局对交通、环境带来
的影响，闲暇时在纸上设计心中的城
市。参加哥伦比亚大学面试时，他在

考官面前露了一手画地图的本事。

朱梦鸥
放学后摆弄显微镜
女孩朱梦鸥的父母都从事医

学工作，从三四岁起，朱梦鸥放学
后的很多时光，都是在父母办公室
的各种仪器陪伴下度过的。未曾想
到，显微镜下的奇妙世界，最终引
领她走进哈佛大学生物学系的大
门。父母也乐于把工作中的发现讲
给女儿听，有时候坐在地铁上，小
朱还会和爸爸研究起路人的外貌
特点和遗传学的关系。放暑假，小
朱给爸爸带的研究生做实验助手。
小朱代表学校赴美参加夏令营，兴
味盎然地跟着当地志愿者，扎进森
林，研究生态和环境的关系。

金琪
语言兴趣从小激发
初二通过英语高级口译，辅修

德语拿到上海市紧缺人才 -级证
书，法语、西班牙语日常沟通也没有

问题……几年前，本报曾经报道了女
生金琪语言“超能力”学习秘笈。今
年，金琪已经被巴黎政治学院录取，
她选择的专业方向是政治学。
从幼儿园起，金琪的妈妈就用

各种语言童谣、美文 56组成了家
里的“背景音乐”，吃饭、做作业，几
乎时刻都播放。金琪觉得，这或许是
她对语言产生兴趣的最重要的动
力。“学语言，更是为我打开了一扇
了解世界的窗口。”她感激老师，让
她初中就破例代表上外附中参加高
中英语辩论赛、模拟联合国大赛。她
每天坚持在网上阅读《经济学人》和
《纽约时报》，巧的是，巴黎政治学院
面试，考题正是围绕一篇《经济学
人》上有关中国入世十周年的报道
写一篇评论。

朱冰聪
自导自演童话故事
幼儿园时，女生朱冰聪就开始

跟着父母看话剧等各类演出，并在
《新民晚报》上发表了第一篇童

话———妈妈发现她躲在餐桌底下，
自导自演着一个童话故事，就把她
记录下来向报社投稿。朱冰聪对话
剧的热爱，也就此一发不可收。上外
附中初中直升学生都有两个星期的
“实践时间”。朱冰聪记得，她和几个
好朋友在话剧社老师的鼓励下，从
南模中学、复旦大学一直走访到上
海话剧艺术中心，只为研究一个鲜
有人涉足的课题———“当代中学话
剧教育现状调查与分析”。升入高中
部后，话剧社自然成了她的首选。渐
渐地，她发现自己对导演的工作更
感兴趣。高一时，她和同学们一起为
勃拉姆斯写一部英语音乐剧，用人
物投影、现场伴奏等方法极力抓住
观众眼球，一改以往对口型、配音的
做法，在校园引起轰动。
“作为一名导演，我要帮每个人

找到合适的角色，需要协调各部门
关系，是很好的挑战。”如今，她计划
赴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做
一名跨文化的交流使者。

! ! !本报记者 陆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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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高专昨举办“警营开放日”

! 公安高专教官向小学生展示警用枪械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 ! ! !本报讯（记者 张炯
强）去年 + 月刚从上海建
筑工程学校毕业的徐赛
英不承想到，依靠自己一
身过硬的电脑建筑设计
本领，创造了一个就业
“奇迹”：她与多名上海名
牌大学的硕士生、本科生
竞争上海市政设计院的
工作岗位，结果一举胜出，
目前，这名中专毕业生成
为市政设计院最年轻的一
名专业设计员。

徐赛英所学的专业是
建筑装饰，在校期间，她不
仅想象力丰富，而且擅长
各类建筑设计软件应用。
%$&&年，徐赛英代表学校
参加了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在建筑 5-6 项目
!建筑类软件课目"决赛中
摘得了金牌。由于表现优
异，她进入了上海市政设
计院实习。

起初，实习单位并没
有把这个中专小女生放
在眼里，不料，有一次，市
政设计院参与竞标浦东
迪士尼附近的几条道路
规划，时间紧迫，图纸来不及完
成，徐赛英自告奋勇，参与了图
纸的设计。她熟练的软件技术在

竞标中发挥了作用，图画
得又快又好，帮助实习单
位赢得了竞标。此后，她
又参与了中环附近的几
条主干道的设计，依然表
现出色，终于成为市政设
计院正式的一员。

徐赛英透露，其实在
她的母校，中专生打败本
科生、研究生的就业故事
并不稀罕。进校时，她就知
道，在上海市区目前上千
个大大小小的建筑工地
上，约 '$7的建筑项目经
理均来自上海建筑工程学
校，他们成为上海世博会、
外滩改造、虹桥交通枢纽
等诸多重点工程的生力
军。上海建工学校也因此
被誉为上海建筑工程行
业的“黄埔军校”。徐赛英
说：“不要小看自己中专生
的身份，只要自己努力，同
样能获得一份值得骄傲的
工作。”

上海建筑工程学校校
长武佩牛则介绍说：“很多
企业进入我们学校，马上
就看好我们的学生。因为

他们看到了‘三百六十行，行行
出状元’的校风，还看到学生刻
苦钻研的一种职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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