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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蓝色先锋培养计划”深耕海洋青少年人才培养
为进一步帮助青少年群体

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从源头

加强对科技人才培养，引领青

少年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

有我”的志向，中华环境保护基

金会与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

共同发起设立“少年蓝色先锋

培养计划”公益项目（以下简称

“少蓝”）。

2022 年至 2023 年，该项目
依托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厦门大学）、福建台

湾海峡海洋生态系统国家野外

科学观测研究站及厦门大学

70.8 海洋媒体实验室策划执
行，每年从全国择优录取 20 多
位高中生，通过前期线上学习

通识课程、中期实地开展科创

课题、后期持续跟踪链接活动，

培养具有创新型思维的海洋优

秀后备人才。

近日，2023年少蓝培养之旅
落下帷幕，这个聚焦“海洋少年

人才”的项目，在今年实现了“可

持续发展”新模式的诸多突破。

首先，聚焦解决实地问题，

将科创足迹延伸进现实生活中。

或是通过对比人工智能判读的

鱼类数据与人工判读之间的差

异性来助力珊瑚礁生物多样性

的研究，或是通过文献查阅、走

访住户来分析科创基地所处的

海岛面临着哪些外来生物的入

侵，又或是收集生物样本判断退

塘还湿对红树林保护区中生物

多样性的提升程度……学员们

的研究思维得以通过这些科创

课题跳出课本学习，进入科学研

究的完整逻辑中。

其次，深入产学研一线，青

少年教育新突破。学员们走访了

海洋相关的产业基地与研究场

所，如养殖场、水产品加工厂、帆

船基地、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厦门大学等。

另外，交叉领域碰撞，融

合“海洋+”的无线可能。指导
每组学员们的科学团队都由

一位教授/博士科学导师与两
位海洋地球/环境生态硕士科
学助教组成，这样的高配比保

证每位少蓝学员可以深度参

与科创课题。

从 2022年“探过海的少年才
能乘风破浪”的项目概念，到

2023年“‘可持续发展’思维训练
实践，专注解决实地问题”的科

创概念，47名高中生分散在祖国

各地，一步步从少蓝学员转化升

级为关心海洋、爱护海洋、经略

海洋的少年先锋。

一位年仅 14 岁的高中生，
在参与少蓝之后，以优秀学生代

表的身份参加了厦门市 70.8“海
洋青年说”青少年演说大会。

一位留美高中生，在参与少

蓝之后，走向一场“鲍鱼科普品

鉴会”，详细讲解鲍鱼的相关知

识，引导现场观众感受全球气候

变暖对海洋生物的影响。

一位国内就读的国际学校

高中生，在参与少蓝之后，积极

推动学校海洋社团筹建，并启动

了一场海洋主题交流会，邀请海

洋科学家对话社团青少年。

一位小城高中生，在参与少

蓝之后，明晰了自己对于优秀高

校的渴望，毅然决然开启复读生

活，并收获了比第一次高 30分
的圆满成绩，获得“海洋学子”的

新身份。

两位北京的高中生，在参与

少蓝之后，面向全校师生分享自

己刚刚结束的假期生活，展示自

己在多个国家级海洋科研平台

的所见所感。

“探过海的少年才能乘风破

浪”，未来少年蓝色先锋培养计划

将持续关注每一位学员，也期待

着这些少年们在成长道路上一路

披靡，传递少蓝力量。 （徐辉）

公益资讯INFOS

近日，2023年一丹奖颁奖典
礼及一丹奖峰会相继在香港举

办。其中，颁奖典礼由香港特别

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主

礼嘉宾。一丹奖峰会则吸引了政

策制定者、教育专家、慈善基金

会代表等各界人士参与，共同探

索教育研究与实践中的创新理

念，将优质教育带给更多人。团

结香港基金主席陈智思为一丹

奖峰会进行闭幕致辞，香港特别

行政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博士

出席了一丹奖峰会。

一丹奖创办人陈一丹博士

在峰会欢迎致辞中强调，面对

教育全球挑战，思想可以点亮

创新的火花。他表示：“具有远

见卓识的教育家们深信思想的

强大力量，他们的共同愿景让

人们深刻认识到，所有学生都

有成功的潜力，且必须享有成

功的机会，这也激励人们重新

审视并构建卓越的课堂和教学

实践，启示大家得出结论：优质

教育可以普惠每一个人。而教

育家们的实际行动，正不断改

变着教育，这让他们的信念更

加坚定。”

当今世界瞬息万变，学习者

需要具备创意思考和批判性思

维，才能全面发展，积极融入世

界。在峰会的开幕致辞中，联合

国驻华协调员办公室主任孔岚

诺（Joe Colombano）探讨了教育
质量在当今教育语境中的含义。

他强调教育创新的重要性，指出

全球教育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孔

岚诺认为，教育应与经济发展齐

头并进; 教育除了帮助年轻人就
业之余，更应成为学习者实现自

身潜能的方式。优质教育不仅是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之一，

更是实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重要动力。

2023 年一丹教育研究奖得
奖者、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玛

丽·卢·富尔顿教师学院杰出教

授、“多萝西·布雷科学与教学”

冠 名 教 授 季 清 华（Michelene
Chi），与来自香港大学的教授探
讨了 ICAP认知互动理论，比如
如何为教师提供高效的教学框

架、改善从幼儿园至高等教育等

不同学习场景下的教学方式、提

升学生的学习效果等。教授们分

别介绍了互动型、建设型和主动

型的学习活动是如何培养学生

的自主性的，并鼓励他们积极展

开学习合作。

2023 年一丹教育发展奖得
奖者夏·雷谢夫（Shai Reshef）与
纽约大学高等教育杰出学者亚

瑟·莱文教授（Arthur Levine）进
行了一场“炉边谈话”，探讨高等

教育如何结合全球数字知识经

济与时俱进。雷谢夫认为，充分

利用线上开源技术，可使更多学

子从高等教育中受惠。

团结香港基金主席陈智思

在闭幕致辞中强调，教育质量与

全民教育同等重要。峰会的各场

讨论都印证了教育对于创造包

容、可持续的世界所发挥的重要

作用。 （张明敏）

2023年一丹奖峰会：
探索教育的智思妙想

12月 9日，首届“中国 ESG
榜样”年度盛典在央视财经频

道播出。腾讯入选十大“中国

ESG榜样”企业，是唯一一家入
选的互联网公司。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

国务院国资委、全国工商联、中

国社科院、中国企业改革与发

展研究会等权威机构推出的

“中国 ESG榜样”，前期已陆续
发布 6个维度报告。其中，腾讯
在《年度 ESG行动报告》《科技
创新 ESG 行动报告》《粤港澳
大湾区 ESG行动报告》中，均
位居互联网企业第一名。

腾讯公司副总裁刘勇表

示，作为一家以互联网为基础

的科技公司，腾讯秉持“用户

为本，科技向善”的愿景与使

命，以“扎根消费互联网，拥抱

产业互联网，推动可持续社会

价值创新”为公司发展的底

座，并提出“CBS 三位一体”概
念，从用户（C）发展到产业
（B）再到社会（S），最终指向
是为社会创造价值，强调商业

价值与社会价值是相互融合、

共生发展的关系。

经过两年的探索，腾讯将

ESG理念与“CBS三位一体”融
合，引导公司把科技和产品的创

新之力、解决人类问题和社会痛

点的向善之心，融汇成为渗透每

一个产品和业务的涓涓善流。

近年来，腾讯每年发布

ESG报告，在环境保护，推动可
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多元、平等

与共融（DEI）文化倡导等领域
取得诸多突破。

刘勇介绍，在环境保护领

域，作为国内首批启动碳中和

规划的互联网科技企业，腾讯

承诺不晚于 2030年，实现自身
运营及供应链的全面碳中和，

并通过数字化产品和技术的推

广应用，助力社会低碳转型。

在社会价值创新领域，腾讯

聚焦基础科研、乡村振兴、绿色

发展等社会议题，运用科技与

创新能力，探索可持续解决方

案。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科学探

索奖等，以模式创新支持基础

科研和前沿科技发展;在农业农
村部指导下发起的“耕耘者振

兴计划”，培训 100万乡村治理
带头人，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

动力;互联网公益通过降低参与
门槛、提升效能和透明度，使线

上筹款和行为公益变成日常生

活的一部分。刘勇介绍，腾讯公

益慈善基金会 2007年成立，腾
讯公益平台上捐款累计超过 8.6

亿人次，公众筹集善款总额超过

290亿元，服务超过 13万个项
目。此外，“数字长城”“数字藏经

洞”以游戏技术助力传统文化创

新活化；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天

眼 FAST望远镜，帮助探测到
30颗新脉冲星。

员工关怀是企业践行 ESG
战略的重要一环。过去一年间，

腾讯发布多元、平等与共融承

诺，并通过组织一系列科技行

业女性成长活动，鼓励更多女

性员工积极参与行业建设，追

求个人职业发展。

在提升管治能力方面，腾

讯建立起全面而完整的 ESG管
治架构，并在 ESG工作组下设
立了五个专项委员会，分别覆

盖用户隐私及数据安全，多元、

平等与共融，供应链管理，生物

多样性保护以及 ESG沟通。在
供应链管理中，腾讯也融入

ESG理念，与合作伙伴共同探
索供应链需要遵守的商业道德

以及行为准则。 （张明敏）

入选“中国 ESG榜样”企业
腾讯的“可持续价值答卷”受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