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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看台焦点看台

现在，好多大学坚持以双创教育为导向，加
强创新创业实践环节的培养，实现创新创业教
育对大学生学业生涯的“全融入、全覆盖”。如
今，创新创业已成为时尚的校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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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莲

“我想，无论怎样的一个创业项
目，它的出发点一定是方便群众，造
福社会，让人们感受到科学、技术、人
文的力量。作为千千万万创业学子
一员的我，一定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创
新创业大潮中去，在这个最好的时
代，紧随国家的脚步，奉献自己的青
春热血！”

在近日举行的 2018 年自治区双
创活动周启动仪式上，来自内蒙古科
技大学大三年级学生杨世俊作为高
校学生创新创业代表，做了慷慨激昂
的发言。

“作为一个在校创业的学生，学
校为我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支撑和依
靠，让我能够在创业路上更有信心努
力前行。”杨世俊说。

在内蒙古科技大学，像杨世俊这
样热衷于创新创业的在校生越来越
多，“双创”逐渐成为学校师生心中的
热词。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近发
布的“2017 年中国高校创新人才培
养暨学科竞赛评估结果”显示，内蒙
古科技大学位居第 73 位，也是自治
区唯一进入前 100 名的高等院校。

“康复机器人”“空气制水灌溉
器”“多功能测绘无人机”⋯⋯在内蒙
古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智能制造
创新协会的工作室里，摆放着一个个
全国各类科技创新赛事的获奖作品。

“学生们的创新热情高涨，每天
晚上，实验室里人满为患，关门的时
候常常是把学生们撵走的。”智能制
造创新协会负责人张晓利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该校建有 13 个大
学生课外科技创新基地，每年资助
130 余项学生课外科技创新创业项
目，组织开展 60 余项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竞赛，学生课外创新创业活动
参与率超过 20%，创业创新逐渐成为

一种时尚的“校园文化”。
“参加比赛不仅拓宽了我的知识

面，学到书本以外的东西，而且开阔
了眼界，让我坚定未来的发展方向。”
信息工程学院大三学生于晓静说。
今年夏天，她一举拿下第 12 届“西门
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一等奖、

“英飞凌”杯全国高校无人机创新设
计应用大赛二等奖的奖项。

构建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
系，激发创新潜能

学生创新创业潮的形成，一方面
得益于内蒙古科技大学雄厚的科技
力量支撑，更重要的，在于学校长期
培育形成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架构。

“作为工科院校，培养学生的工
程兴趣、素养，提高他们的设计能力、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尤为重要。”张
晓利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十分注重学
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学校坚持以双创教育为导向，加
强创新创业实践环节的培养，实现创
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学业生涯的“全
融入、全覆盖”。

在最新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学校
设置了“创新创业与素质拓展环节”，
学生修读规定学分方可毕业。同时，
学生通过选修创新创业课程、学科竞
赛类课程和参加科研训练、学科竞
赛、社会实践、学术讲座等均可获取
相应学分。

在课程设置方面，开设创新创业
教育课程，打造由公共必修课和选修
课共同组成的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
程群。《大学生创业基础》《创造性思
维与创新方法》等创新创业网络通识
教育成为学生选修的热门课程。

目前，学校有校内创新创业指导
教师 227 人，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
创新创业骨干教师 4 人，校外创新创

业兼职导师 85 人，初步形成一支稳
定的、热心于创新创业教育、创新意
识浓、团队意识强的专兼职师资队
伍。

第一课堂合理的创新教育安排，
加上各类学生科技创新社团以及创
新基地科技创新实践，成为课堂教育
的有力补充，营造出浓厚的创新创业
氛围，极大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潜能。
一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出许
多优秀的创新成果，展现出巨大的创
新潜力。

数据显示，近 5 年，该校学生荣
获省部级以上各类大学生课外科技
竞赛奖励 1184 项，其中国家级奖励
208 项，在“挑战杯”“创青春”等重大
科技竞赛中始终保持自治区领先水
平，连续两届获得全区创业计划大赛
团体冠军。

此外，该校还设立了大学生科技
创新基金、李保卫大学生科技创新基
金、少数民族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三
大基金，从资金上支持帮扶鼓励学生
科技创新。近 3 年来，三大基金共资
助学生创新项目 425 项，累计资助金
额 86 万元。

打通从大学校园到科技园
区“最后一公里”

“在创业期间，创业孵化基地为
我们提供免费的办公场所和教学机
器人研发基地，在工商注册以及财务
税务方面经常给予指导，使我们创业
轻松不少。”毕业后刚走上创业道路
的李国臣说。

2013 年，内蒙古科技大学率先
在全区高校建立首个校园大学生创
业孵化基地，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
水、电、暖、网以及办公设施齐全的免
费办公场地设施，带动一批有创业梦
想的学生实现理想。

“对于大学生这个特殊群体，创

业更需要多元化的支持。我们通过
加强外界联系，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和
社会资源，营造有利于大学生创业的
环境和条件。”校团委书记韩冰说。

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以“创意创
业”为主导，以打通从大学校园到科
技园区“最后一公里”为目标，贴近大
学生生活、符合大学生特性，打造集
企业财税服务、政策咨询服务、知识
产权服务、法律咨询服务、创业贷款
服务、投融资服务、创业培训、创业加
速于一体的大学生创业就业综合服
务平台。

为了全方位满足大学生创业者
个性化需求，基地还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创业活动。邀请创业导师开展“创
业大讲堂”“女性创业论坛”“创业者
时间”等各类讲堂论坛，为大学生创
业者的项目进行详细梳理、剖析和指
导。工商、税务、社保部门相关业务
负责人也会定期为创业者们举办“政
策宣讲会”，让他们了解创新创业政
策，为企业注册、报税等问题现场答
疑解惑。

学校还聘请了一支由企业家、学
者、投资人、律师、行业专家组成的创
业导师团队，负责指导创业者应对创
业过程中遇到的发展问题，成为学员
们创业实践的“护航员”。

5 年来，大学生孵化基地累计收
到 1000 余名大学生递交的创业项目
入驻申请。目前，基地有工商注册企
业 43 家，直接带动大学生高质量就
业 469 人，每年提供兼职就业岗位超
过 2 万个。

基地先后被共青团中央、国家科
技部认定为“全国大学生创业示范
园”“国家级众创空间”，同时，基地还
拥有首批“自治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
地”“自治区示范性创业园创业孵化
基地”“内蒙古自治区众创空间”等荣
誉称号，累计获得各类“以奖代补”资
金 500 余万元。

□俞俭

武汉科技大学青年教师、湖北省“楚
天学子”姚凯运用干细胞疗法，让先天性
眼盲的小鼠首次见到了光明。这一研究
成果近期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上，立
即引起关注。

人类和哺乳动物眼体里的感光神经
细胞一旦死亡，无法自主再生，结果就是
失明。全球有上亿人因患神经退行性疾
病而造成视力损伤致盲，还有数十万先
天性失明者终身生活在黑暗里，临床上
尚无有效的治疗手段。

姚 凯 结 合 干 细 胞 与 基 因 疗 法 ，历
时 5 年 研 究 出“ 两 步 法 ”的 对 策 ，先 培
育出携带转基因的有效、无毒的病毒，
注入先天性眼盲的小鼠眼睛里，激活
Müller 细胞（视网膜内的神经胶质细
胞，负责支持、滋养周围的神经元），再
从 10 万 种 以 上 的 蛋 白 质 中 挑 选 出 所
需的 3 种促进神经元分化的转录因子，
不断调整病毒的剂量和优化时间间隔，
成功唤醒了 Müller 细胞的神经元再生
机制。

姚凯说，通过对小鼠的大脑活动测
量结果证实，这些新生神经元成功地整
合到视觉通路中，并将光信号传递给了
大脑视觉皮层，先天性眼盲的小鼠产生
了视觉反应。

多位国际眼科专家均表示，此项研究
为基因治疗和干细胞治疗领域内的突破
性成果，特别是在利用内源性干细胞治疗
遗传性疾病方面做出了创造性发展。

“这项成果已经在神经生物学领域
走得非常远了。”《自然》杂志 2 位评委高
度评价这一研究成果：“这项工作极其重
要，把 Müller 细胞诱导为新的神经细
胞，以前在哺乳动物中从未发生过。”

干细胞疗法
让眼盲小鼠见到光明

□宋洁云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鲨鱼是纯粹
的食肉动物。但美国一支联合研究团队
最新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有一种窄头双
髻鲨不仅吃肉，也以海草为食。这是世
界上第一种获得确认的杂食性鲨鱼。

窄头双髻鲨是一种常见的小型鲨
鱼，广泛分布于东太平洋、西大西洋以
及墨西哥湾的浅海水域，主要捕食螃
蟹、虾、贝类以及小鱼。此前有研究显
示窄头双髻鲨会摄入海草，但大部分
人认为，这是鲨鱼在捕猎隐藏于海草
中的虾蟹时偶然误食的，并不会从中
吸取营养。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和佛
罗里达国际大学的研究人员采用人工干
预 方 式 喂 养 5 条 窄 头 双 髻 鲨 ，饲 料 中
90％是添加了碳同位素 C13 的海草，其
余 10％为鱿鱼，连续喂食 3 周。

试验结果显示，所有鲨鱼体重均有
所增加。在窄头双髻鲨的血液和肝脏组
织中，研究人员发现了大量的碳同位素
标记，说明海草被充分消化吸收，而不是
像废物一样被直接排出体外。

纯粹的食肉动物通常没有消化植物
的身体机制。研究人员发现，窄头双髻
鲨的牙齿并不适合咀嚼海草，但它们胃
里的强酸有助于削弱植物细胞，然后在
酶的作用下可有效分解植物纤维素，这
也是首次在鲨鱼肠道内发现专门消化植
物的酶。

研究显示，窄头双髻鲨食用的全部海
草中，至少有一半被肠道完全消化吸收。
这一消化效率与完全食草的绿海龟基本
相同。由此可以确认窄头双髻鲨为杂食
性，海草可占其日常饮食的60％左右。

研究人员计划继续寻找是否还存在
其他种类的杂食性鲨鱼。相关研究报告
发表在新一期英国《皇家学会生物学分
会学报》上。

这种鲨鱼也吃草

潮知识

□杨骏

安徽黄山不少出租车司机经常拉
“老外”，不会外文也能交流无碍；去年
北京的全球机器智能峰会上，各国大
咖扎堆演讲，现场却不见同声传译者；
更多中国人海外游，面对东京的日文
菜单不再一头雾水，漫步在巴黎街头
也不再因不懂法语而慌张⋯⋯

这一切都源于一项近年来不断
取得突破的技术——机器翻译。

人工智能推波助澜

全球知名翻译公司“一小时翻
译”首席执行官奥弗·绍尚近日警告
说，未来 1 至 3 年内，基于神经网络翻
译 技 术 的 机 器 翻 译 将 会 承 担 价 值
400 亿美元翻译市场上的近一半工
作，预计会导致 50 万名翻译失业。

神 经 机 器 翻 译（NMT）自 2014
年在科学论文中首次被提及以来，已

使机器翻译领域出现翻天覆地的变
化，它开始全面超越以统计模型为基
础的统计机器翻译（SMT），快速成
为在线翻译系统的主流标配。

神经机器翻译的“神经元”可以
学习和收集信息，模仿人类大脑的神
经元建立联系。它克服了传统方法
将句子分割为不同片段进行翻译的
缺点，充分利用上下文信息，对句子
进行整体编码和解码，从而生成更为
流畅的译文。

如今，许多出租车司机都能用手
机上的翻译软件，轻松和“老外”沟
通。在不少国际会议上，机器翻译干
脆直接扮演现场同声传译角色。

语音识别技术发展对这场翻译
革命也功不可没。语音识别包括远
场识别、噪音识别以及多轮交互，是
人工智能的重要切入点。

因此，这场机器翻译技术革命，
正是人工智能革命梦想照进现实的
重要一环。

应用场景日渐丰富

“2 年前，人工智能的翻译质量
往好了说，也就是让你能对文本的
内容有个大致了解，专业翻译宁愿
自己从头开始翻”，“一小时翻译”首
席执行官绍尚说，“今天，通过神经
机器翻译，人们只要对机器翻译内
容进行少量修改，就能获得人性化
翻译。”

旅游业对翻译需求更加旺盛 。
有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
出境旅游客源国。2017 年，中国公
民出境旅游突破 1.3 亿人次，花费达
1152.9 亿美元。解决语言沟通问题
正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出境游客的迫
切需求。

许多中国游客借助智能翻译软
件和机器，轻松搞定国外道路路牌、
餐馆菜单和超市购物，甚至在旅途中
结识了外国朋友。各大技术企业也
在争夺这一巨大市场。

机器翻译的应用场景正不断丰
富，越来越多的政府和企业网站需将
内容“多语言化”；视频网站可能需要
借助机器翻译将视频内容翻译成多
语言版本；就连人工翻译服务供应商
也会借助机器翻译来提升人工翻译
的效率。

人机翻译相辅相成

人类翻译，未来还有需求吗？
人们发现，对于“夫妻肺片”等专

有名词以及唐诗宋词，机器翻译能力
已有了长足进步，但面对“杠精”等网
络热词以及新流行语的翻译能力仍
有待提高。

尽管在达沃斯年会等一些国际
论坛上，智能同传翻译应用越来越
多，但在个别场合，机器翻译也闹过
一些令人费解的“乌龙”。

这说明，人工智能翻译要充分考
虑复杂性。一些会议现场语言多样，
话题专业性强，噪音干扰多，而且讲
话者的语言习惯和口音也各不相同，
即使能从嘈杂的环境中提取主要音
色，语义识别仍充满挑战。

总体而言，人工翻译与纸面翻译
供给能力有限，但翻译水准专业、精
准，至少目前依然不可缺少；日常交流
沟通不需要特别高质量的同声传译，
机器翻译在这方面市场前景巨大。

因此，人机应该成为一套耦合的
系统，适合机器干的，交给机器；适合
人工做的，还是由人完成。不要因为
机器翻译的进步，就吆喝着大家都别
学外语；也不要因为人工智能翻译的
失误，就否定其巨大作用。

机器翻译革命强势来袭机器翻译革命强势来袭

智慧时代智慧时代

让创新精神蔚然成风让创新精神蔚然成风
内蒙古科技大

学生命与科学学院
啤酒实验室

□魏文

10 月 11 日是世界肥胖联盟确
定的“世界肥胖日”。2017 年 《柳
叶刀》 杂志发表的关于全球成年
人体重调查的报告显示：中国肥
胖人口已达 9000 万，占比超过美
国，达到世界第一，成为全球肥
胖人口最多的国家。

如今，减重作为经久不衰的
热门话题，人们的诉求早已不仅
来自于求美之心，更多是来自因
肥胖引起的健康问题。世卫组织
发出警告：超重和肥胖是全球引
起死亡的第五大风验，全球每年

“胖死”的人至少 280 万。肥胖已
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科学减
重刻不容缓。

关于胖瘦，有种说法非常流行
——“瘦”字是病字头，“胖”字
没有病字头，所以瘦是病，而胖不
是病。北京友谊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洪旭表示，广义地说，“胖”不仅
是“流行病”，也是“传染病”，理
念可以感染，习惯行为是有记忆
的，所以胖人往往愿意和胖人在一
起。

超重和肥胖已经成为全球死
亡率和慢性病病发率持续增高的
重要因素之一，并且大大提高了
成年人患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风
险。与肥胖相关联的疾病数不胜
数，“胖死”绝非空穴来风。目前
因肥胖所引起的疾病有 5 大类，其
中 3 种都有致死的风险。

北京友谊医院副院长张忠涛教
授介绍：肥胖引起的常见疾病第一
类是二型糖尿病。对于肥胖者来
说，二型糖尿病的患病率为非肥胖
者的 5 倍，即使是轻度的肥胖者也
可引起二型糖尿病。糖尿病作为威
胁人类健康的慢性疾病之一，会引
起冠心病、肾病、视网膜病变及神
经病变等并发症，而这些并发症会
造成患者致死、致残；第二类是高
血压，肥胖患者同时常伴有高血
压，其发展可导致患者心脏病和肾
脏衰竭，增加猝死发生率；第三
类，多余体重和体内脂肪增加是发
生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主
要危险因素之一，长时间的呼吸暂
停易引发猝死。

我国传统观念认为，肥胖是
“富态”而非疾病，因此肥胖人群
极少主动到医院就诊，而更倾向通
过控制饮食、勤加锻炼和药物治疗
来缓解肥胖，但其实这是一种误
区，肥胖本身就是一种病症。张忠
涛教授说：“肥胖在临床上诊断是
以体重指数 （BMI） 为标准，即体
重 （千克） 除身高 （米） 的平方。
就亚洲地区人群的体质及其与肥胖
相关疾病的特点而言，正常人的
BMI 指 数 是 在 18.5—24.9 之 间 ，
25—27.4 之间为超重，27.5 以上即
为肥胖。目前中国肥胖人口已达
9000 万，根据中国疾病控制中心
发布的 《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
数据》 显示，北京肥胖率为25.9%，
居全国首位。”

传统的减重方式五花八门，大
致可分为控制饮食、运动、减肥药
和减肥产品。但这些传统手段的复
胖率高达 90%以上，不但容易越减
越重，而且对于超重人群来说，盲
目运动反而容易加重关节负担，带
来其他健康问题。

事实上，对于轻中度的肥胖人
群，饮食和运动结合，也就是人们
常说的管住嘴、迈开腿是最佳的减
重措施；但对于 BMI 大于 27.5 的
肥胖病人而言，医疗手段才能带来
减重希望，患者应及时到三甲医院
就诊。洪旭呼吁：“目前许多肥胖
病患未能得到医学治疗，希望能够
大力推广和普及，让中重度肥胖患
者走进医院接受治疗。”此外，他
还指出，科学治疗肥胖应该因人而
异，因此需要医院推进多学科合
作，个性化解决肥胖患者的其他健
康问题。

胖是“流行病”
也是“传染病”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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