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

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先生因病医

治无效，于当地时间 8月 4日
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去世，享年

98岁。
1956年，李政道与杨振宁

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

不守恒理论”，为两人赢得次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桂冠。

李政道的伟大之处不仅在

于其学术成就，更在于他作为

中国物理学界的先驱和引路

人，为科学教育事业做出了极

大贡献。

1972年，离开故土 26年之
久的李政道首次回国访问，深深

地为当时中国理科教学中基础

科学的落后感到忧虑。他提议全

民选拔十三四岁、有培养潜力的

少年，这就是 1978年中国科技
大学首届“少年班”的雏形。

1979年，李政道在中国创
立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

计划（CUSPEA）。之后的十年
里，李政道几乎全身心地投入

在该计划的组织和遴选上，先

后支持 900余名中国物理专业
学生赴美接受教育。

据媒体报道，李政道的儿

子、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及社会

科学学部讲座教授李中清表

示，父亲生前最引以为傲的，就

是自己出钱发起了这项计划。

李政道并非上海交大校

友，但与上海交大有着深厚情

谊。1978年，李政道向上海交通
大学捐赠了三册《物理讲义》和

两册物理习题，为学校教育事

业发展提供支持。1987年，李政
道受聘为上海交通大学名誉教

授，他在受聘仪式上勉励交大

学子“坚持自尊自信”。

2010年，李政道因深刻认
同交大文化与人才培养理念，

遂决定将其收藏多年的手稿、

奖章、艺术珍藏和故居等捐赠

给交大，以激励后学。自 2011
年起，李政道陆续将各类文献

手稿、诺贝尔奖章、科艺作品及

上海的房产无偿捐赠给上海交

通大学。

那么，李政道给家人留下

了什么？

李中清说：“父亲早

就说好了，不留一分

钱财产给我们。

我们也同意了。

我们得到的物质上的东西可能会

少一点，但精神世界很丰富。”

这样的决定看似“不近人

情”，但李中清表示，父亲也是

一个性格宽厚的慈父。当年，得

知自己要学历史时，父亲并没

有反对。他说：“父亲并不觉得

我学了社会学科，没有当大科

学家就辱没了家门。”在李中清

的记忆中，不管有多忙，父亲每

天晚上都会陪他和弟弟玩上半

个钟头，也会给他们讲故事。

李中清表示，母亲（秦惠）

安葬在苏州，所以父亲的遗愿

是与母亲合葬于苏州。今年 11
月，他将和家人带着父亲的骨

灰回到苏州，举行安葬仪式。

渊据叶潇湘晨报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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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环境建设：

让更多人的生活有爱野无碍冶

新闻NEWS

李政道手稿尧故居捐给上海交大
不留财产给子女

近日，《抓娃娃》《异人之下》

等热门电影上映，除了推出面向

普通观众的版本，还推出了无障

碍版，视力障碍者也可以去电影

院同步“看电影”，通过听特制的

解说音轨欣赏故事情节。

近日，在由中国妇女报社（全

国妇联网络信息传播中心）、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于广西

南宁举办的“融合向未来”媒体培

训研讨班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社会法室副处长赵光对越来

越多的人参与无障碍环境建设感

到欣慰。他表示，自 2023年 9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

设法》实施以来，人们对无障碍环

境建设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大量

无障碍版电影的出现让视障人士

平等享受观影乐趣，不少景区也

开通了无障碍旅游线路，方便残

障人士和所有有需求的人士。

不是只有残障人士
才需要无障碍环境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

事处儿童保护项目官员李侁瑞

在会上介绍“无障碍”：“简单来

说，就是消除影响人们平等、充

分地参与社会生活的障碍，比如

影视作品中加上字幕、手机中的

图文识别功能、静音模式下的震

动提醒功能、设置无障碍卫生

间、无障碍车位等。”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数据显

示，我国现有残障人士 8500多
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

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已超过 2.9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21.1%。“许多
人的残障状态是老年后才形成

的，随着人口老龄化，我国的残障

人士、老年人对无障碍环境建设

的需求越来越大。”李侁瑞说。

李侁瑞补充，不是只有残障

人士才需要无障碍环境，每个人

都会是无障碍环境的需求者、受

益者。当一个人带着沉重的行李

箱出行时，无障碍坡道与电梯会

为他带来便利；当你在不方便听

语音的场景中，收到一条重要的

语音消息，语音转文字功能就能

提供无障碍支持。

“其实，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

有残障体验。有研究测算表明，在

平均预期寿命超过 70 岁的国家
中，每个人一生中平均约有 8年或
生命 11.5%的时间生活在残障状态
下。”李侁瑞说，“我们每个人都是

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受益者。”

不只是修盲道尧
建无障碍卫生间

从“残废”到“残疾”，再到“残

障”，这是社会对残障人士称谓的

变化，体现了人们的理念革新和社

会文明进步。与此同时，社会对于

“无障碍”的理解也在逐渐加深。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副教

授孙计领介绍，我国的无障碍概

念发生了 4个显著变化：设计理
念从聚焦残疾人需求的无障碍设

计，转向面向最大多数的通用设

计；受益群体从残疾人扩大为全

体社会成员；目标导向从消除环

境障碍转向改善人的功能和能

力，保障平等权利与合法权益；建

设范围从物理环境拓展到全面的

环境，包括信息、产品和服务等。

李侁瑞分享了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早前在宁夏举办的一场

气候变化议题的工作坊。为便于

视障儿童理解全球气候变化导

致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的概

念，工作人员将代表陆地的积

木、代表冰川的冰块都放入水池

中。随着冰块融化，水池里水位

上升，视障儿童通过用手触摸、

测量的方式感受到发生的变化，

并通过触摸凸起的 3D立体地图
感受不同地点的海拔区别，从而

更好地理解气候变化相关概念。

“不是修多少公里盲道、设

置多少间无障碍卫生间就可以

了，无障碍环境建设要坚持系统

观念，对建筑、交通、信息交流和

服务等环境进行全面无障碍优

化。”孙计领说，政务、银行、学习

考试、手机、网络等信息渠道需

要无障碍化，教育、图书、电影、

电视剧、旅游等文化领域也需要

无障碍化，让全体社会成员平等

地共享美好生活。

在孙计领看来，无障碍环境建

设不是负担和成本，而是投资，可

以促进经济增长、社会融合和人的

全面发展。“既然每个人都需要无

障碍环境，尽早依法依标建成会避

免后续改造的不必要成本。此外，

无障碍环境还会提高残障人士劳

动参与率和社会参与程度，带动相

关产业发展。”孙计领说。

融合袁而非孤立

“我发现一只虫子躲在树叶

上，小小一片叶子能为甲虫挡去

烈日，那小小的我一定也能为别

人做些什么吧？”在中国残疾人

事业新闻宣传促进会、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中国助残志愿者协会

共同主办的“残障融合”主题儿

童青少年摄影展中，一名 13岁
的残障小朋友拍摄了一只小虫

在叶子下乘凉的照片，配文中，

小朋友写下了这段话。

“残障人士，对于生活的热

爱、对于实现自身价值与社会价

值的需要，都与非残障者相同。

我们不应带有偏见地对待残障

人士，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

平等成员。”李侁瑞说，在一个平

等、融合、共享的社会环境中，每

一个人都可以平等、充分地参与

社会生活、实现自身潜能。

从对残障恐惧、排斥甚至歧

视，到如今的接纳、理解、融合，社

会在不断进步。近年来，我国积极

立法、推行各类政策、参与国际合

作，推动融合教育，为残障儿童提

供无障碍学习环境；《马拉喀什条

约》对中国生效，让视力障碍者及

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可以更便

利地阅读已出版的作品……

202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当年列入立

法计划、当年完成起草、当年提

请审议。2023年 6月，进行三审
并表决，该法最终高票通过。

赵光说：“这么快的速度是

比较少见的，这充分说明国家和

社会对无障碍环境建设非常重

视和支持。”

“无障碍环境建设与我们每

个人息息相关。制定无障碍环境

建设法，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

既有利于更好地保障残疾人、老

年人平等充分参与社会生产生

活，维护其人格尊严、提升其生

活品质，也有利于促进全体社会

成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这

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的必然要求，充分彰显了国家

的责任担当和社会的温情。”赵

光说。 渊据叶中国青年报曳冤

今年 8月，中国乡村发展基
金会新茶饮公益基金迎来成立

一周年。2023年 8月 8日，中国
乡村发展基金会携手茶百道、古

茗、蜜雪冰城、书亦烧仙草、沪上

阿姨、喜茶、益禾堂、茶颜悦色、7
分甜 9 家茶饮品牌，共同发起
“新茶饮公益基金”，同年 12月
甜啦啦加入。

据介绍，新茶饮公益基金首

募规模达到数千万元，在创立之

初率先确立了助农、助学、救灾

三大公益方向，聚焦欠发达地区

的乡村振兴、产业助农，通过新

茶饮产业链反哺上游农业，同时

兼顾助学及重大灾害救助。截至

目前，新茶饮公益基金已落实资

金超 2000万元。
以乡村振兴、反哺上游为核

心目标的公益助农，是新茶饮公

益基金在创立初期就确立的核

心方向之一。基金成立后，经过

实地调研，确定向广西百色芒果

产业帮扶项目捐赠数百万元公

益资金，计划在两年时间内，帮

助当地完善农业生产经营链条，

构建相对完善的产业可持续发

展机制，助力欠发达地区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

培育高素质“三农”人才，是

积蓄乡村全面振兴新质生产力

的核心因素。助力上游农业人才

培养与技术发展，也是新茶饮公

益基金的一大方向。2024 年 4
月，新茶饮公益基金 10家品牌
齐聚北京，共同捐赠数百万元，

正式启动新茶饮公益基金新长

城科技小院助力计划项目。

该项目旨在通过支持高校

人才驻村和科技服务活动，培

养三农科技人才，助推农业科

技转化，助力乡村可持续发展。

新茶饮公益基金对科技小院的

帮扶正是其中一环。10 家新茶
饮品牌对分布在全国 6 省 10
县的 10 种茶类、水果类科技小
院，进行一对一结对，不仅为科

技小院提供了支持经费，也促

进了新茶饮企业与农业人才的

交流，从而助力新品种、新技术

的更好落地。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理

事长陈志刚曾表示，新茶饮公益

基金的成立，是中国创新产业践

行企业社会责任，积极肩负社会

使命的一种呈现，充分体现了中

国新茶饮行业企业的眼界、格局

和担当。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将

继续携手新茶饮公益基金，不断

探索和创新公益模式，确保每一

份爱心都能转化为推动社会进

步的动力，共同书写“心”公益的

新篇章。 渊李庆冤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新茶饮公益基金
截至目前已落实资金超 2000万元

2014年袁李政道图书馆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落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