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讯未来5年为啥都没有“大年三十”？
孩子要是问，可以这样答

警惕！
这些“兼职”，做不得！

近年来，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不断加强对我境内
渗透拉拢，甚至将罪恶的黑手伸向未成年人群体，
利用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社会经验缺乏等特
点，包装违法事实、设置圈套陷阱，妄图蛊惑诱导
未成年人为其所用，以窃取我国家秘密、危害我国
家安全。

网勾繁殖步步心惊

小吴是我国沿海地区一名在校高中生。一日，
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位自称为某公司代办员的网友主
动添加其好友，并称到周边地区的告示牌拍几张照
片就可赚取辛苦费，要是介绍其他人“兼职”还能
有介绍费。起初小吴也曾心怀警惕，但在介绍第一
个同学“兼职”获得“介绍费”后，就彻底放下了
戒备心，开始积极介绍更多同学参与“兼职”，在
两个星期内先后发展了8名同学从事“兼职”活
动，出现了“传销式”扩散趋势。在形成“兼职小
团体”后，涉案学生利用午休、周末等课余时间，
骑车前往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指定地点拍照，并发送
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工作人员，其行为已经触犯相
关法律，危害到我国家安全。

金钱拉拢诱惑重重

未成年人小沈的父亲在网上发布找兼职的帖子
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勾连后，因自己身体原因不能
从事兼职活动，便安排辍学在家的小沈与境外间谍
情报机关人员联系从事“兼职活动”。小沈受金钱
诱惑，频繁按照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指使前往军
事演习地区拍照，还主动拍摄沿路的军车、军事装
备等发送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小沈在从事违
法活动的时候，虽已注意到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设置
的警惕间谍活动警示牌，但出于侥幸心理，仍不断
麻痹自己、自我蒙蔽，持续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拍
摄涉军照片和视频，直到被国家安全机关审查。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

如发现他人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涉密、敏感信息
的可疑情况或遇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诱惑甚至威
胁，不要慌乱害怕，及时报告老师家长，并通过
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平台
（www.12339.gov.cn）、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
受理渠道反映，或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
报。

来源：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

孩子把零花钱
充值到游戏咋应对？

小学六年级家长提问：孩子把零花钱都充值到
游戏里了，说零花钱给了他，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我该怎么办？

南京市栖霞区实验小学专职心理老师、心理教
研组组长，陶老师工作站栖霞分站志愿者、戴志梅德
育名师工作室成员张何雅婷解答：您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来对孩子进行引导：

首先，不要进行情绪化表达。六年级的孩子正
处于青春期前期，会对他人的情绪比较敏感。我们
可以与孩子进行开放性的对话，了解他们为什么喜
欢玩游戏以及为什么愿意在游戏中充值，尝试站在
孩子的角度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

其次，我们可以分以下几种情况来讨论：
第一，假如孩子是因为不会妥善地进行金钱管

理，家长可以与孩子一起制定关于零花钱使用的规
则，明确零花钱的用途，比如可以将零花钱划分为
日常开销、储蓄、娱乐消费等。家长也可以通过模
拟实际生活场景，比如让孩子来体验成为一天的

“小家长”，管理家庭的日常消费，以此引导孩子了
解合理规划的重要性。

第二，假如孩子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兴
趣，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参与其他有益的活动，比如带
孩子一起踢球、露营，和孩子一起画画、搭积木，将孩
子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感兴趣的事情中去。

第三，假如孩子是因为缺乏合理的引导，家长
可以做好孩子的榜样，比如家长可以自己在休息时
放下手机，开始阅读；还可以对孩子公开家庭收
支，让孩子学会合理消费。

来源：扬子晚报

科学与艺术相得益彰

退休教师手绘教学挂画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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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随着农历新年的临近，
“未来5年都没有年三十”的消息引
发关注。此前就有消息称，2025年
至 2029 年连续 5 年都没有“年三
十”，过了腊月二十九，直通大年初
一。那这几年的大年三十去哪了？会
不会影响大家过年？孩子如果提出
这个问题，家长应该怎么回答？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彭林介
绍道，大年三十之所以会“消
失”，与中国所使用的农历实际上
为阴阳合历，既考虑与太阳直接相
关的阳历回归年，又考虑与月亮位
相变化有关的阴历朔望月。

阳历，也称“公历”，是以一
个回归年长度为依据的历法。一回
归年的长度是365.2422日，即365
日5小时48分46秒。阳历以365日
为一年，由于回归年不是整数，每
年所余0.2422日，累计4年，即大

约多出一天。
彭林指出，根据规定，公历每4

年设置1个闰年，增加1天，加在2月
末，因此凡公历年数能被4除尽的
年份为闰年，该年2月有29天，全年
366天。2024年正是闰年，因此正在
进行的2月便有29天。

而阴历，也称“农历”，是按
月亮盈亏圆缺变化的周期定义月份
的历法。彭林解释说，历法将完全
看不到月亮的那一天定为农历初
一，称之为“朔”，将看到满月的
那一天称之为“望”，从“朔”到

“望”再到“朔”为一个完整周
期，即“朔望月”。

彭林表示，阳历有大小月之
分，大月31天，小月30天，2月则
只有28或29天。而阴历也有大小
月之分，一个“朔望月”的平均长
度为29.5306天，但一个月的天数

要用整数表示，因此规定大月30
天，小月29天。

此外，由于月球、地球、太阳
之 间 的 相 对 运 动 是 自 然 节 律 ，

“朔”的确定要根据月亮和太阳的
真实位置来确定，“朔”的时刻可
能会落在一天里的任何时间，所以
每个“朔望月”的长度并不相同。
大小月的出现也并非一大一小间隔
排列，因此有可能出现连续几个大
月或连续几个小月的情况。

为什么“年三十”时有时无？
彭林表示，如果当年的腊月恰逢小
月，只有29天，那么就只有“年
二十九”而没有“年三十”了。

“不过连续 5 年如此确实不太多
见，但无论是年二十九还是年三
十，除夕及其辞旧迎新的丰富意涵
依然都在。”

来源：中国新闻网

尽管难以置信，但这幅画千真
万确是完全由手工绘制的，而且画
画的人不是浙大哪位爱好机械的美
术老师或艺术生，而是机械工程学
院退休教师，今年72岁的施岳定。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施岳定老
师就开启了他的图学教学生涯，那
张“不像画”的挂画就绘制于那一
时期。当年他在教学实践中发现，
很多复杂机器的工作原理和装配关
系学生没法理解，也很难通过自学
掌握。“比如每次讲解汽车内燃机
等复杂结构的时候，我们没法把汽
车开进教室又不能剖开设备给学生
看里面的详细结构。”

于是施岳定萌生了一个想法，
把这些复杂机器结构用立体画绘制

出来，学生想要看清哪个结构他就
用“巧笔”将结构层层“打开”，
画成的作品经过装裱便成为课堂

“教学挂画”，老师们轮流借用方便
讲解展示。施岳定白天授课、搞科
研，晚上集中精力画图。

这是工程，也是艺术。每幅挂
图都要经历漫长“旅程”才能最终
成型，那幅《发动机剖视》他画了
整整3个月。

首先根据装配图、全套零件图
分析各系统的工作原理、装配结构、
零件结构形状和尺寸大小，要精确
绘制复杂机器的轴测图，还要用绘
画方法进行艺术处理，用素描技法
画出明暗关系用彩色铅笔上色，尽
可能还原材料的真实色泽和质感。

1 这是工程，也是艺术

距离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还有不到20天，正是备
考冲刺的关键期。但在不久前，两
名“00后”考生陈启源、索泽辉
不约而同选择了暂停备考，在同一
天为两位血液病患者捐献造血干细
胞，完成生命的接力赛。他俩也成
为了河南省第1452和 1453例非血
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在南阳师范学院的校园里，大
四学生陈启源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研
究生考试做准备。11月 20日，他
在河南省人民医院为一位血液病患
者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

在捐献完成后，记者见到了这
位捐献者。陈启源说自己现在状态
可以，感觉基本已没有什么大碍：

“当时我捐献的时候，花了5个小
时左右，一般流程都是3到3个半
小时。因为我这个人的血管就比较
细一点，也没有特别直的那种。”

今年 22 岁的陈启源是广东
人，今年5月，他接到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的电话，告诉他与一名血液
病患者造血干细胞初筛配型成功。
虽然当时他正在紧张地为研究生考
试做准备，虽然知道捐献可能就会
影响备考安排，但陈启源还是很快

决定参与这次捐献。
陈启源说：“当初就是我家那

边给我打的电话。我跟他说我不在
广东，然后他就说没问题，给我转
到河南这边来，就有河南的工作人
员联系我了。当然没有想太多，就
是觉得既然匹配到，那就去吧。犹
豫纠结，其实没有。”

陈启源决定得很干脆。
4年前，年满18岁的他，选择

将无偿献血作为自己的成人礼，正
是在献血的过程中，陈启源了解到
造血干细胞捐献能挽救血液病患者
的生命，便毫不犹豫地留下了血
样，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资料库，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尽自己
的一份力去帮助别人。他的这份爱
心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

陈启源说：“因为家里人有过
得白血病的那个例子，然后也跟他
们沟通了，他们也没什么，觉得说
做好事那就去吧。我觉得，能够帮
助到对方患者，我其实心里面已经
很开心了，毕竟家里面人也得过白
血病，知道白血病有多么遭罪，所
以我真心希望那边患者能够早点康
复。”

就这样，陈启源成为河南省第

1452例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

和陈启源同一个病房的索泽
辉，是1453例捐献者，捐献前也
正在进行考研的准备。两个同样准
备考研的人，在同一天成功完成了
捐献。

出生于2000年的索泽辉，老
家河南安阳，是福州大学的一名毕

业生。2022年5月，索泽辉在学校
无偿献血时，了解到造血干细胞捐
献可以救人，便加入了中华骨髓
库，成为一名志愿捐献者。

两年之后，当年的善举有了回
音，安阳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告诉索
泽辉，他的HLA（人类白细胞表面
抗原）分型与一位血液病患者初配
型成功，他在惊讶与喜悦的同时，

同意了捐献。
索泽辉说：“最开始家里不太

支持，以为说干细胞（捐献）在骨
髓当中，以为要做手术这样子，后
来了解到，其实没有那么复杂，这
个其实也就相当于是一个献血的过
程。”

虽然小索表示“这事不麻烦、
不复杂”，但记者了解到，造血干
细胞在正式捐献前，两人都要提
前将近一周的时间住进医院。住
院期间，他们需要每天打针促进
造血干细胞释放，还要进行外周
血采集。

临近研究生考试，此时进行造
血干细胞捐献，或多或少对备考安
排有一定的影响。但在同一天、同
一间病房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的两
个“00后”小伙儿，有着同样积
极乐观的心态。成功捐献造血干细
胞，完成生命接力之余，两个人也
给彼此和受捐患者留下了祝福。

陈启源说：“希望他能够好好
学习，然后早日上岸。”

索泽辉说：“我很高兴有机会
帮助到别人，希望你们在医生和各
方面的支持下早日康复。”

来源：中国之声

新华社王鹏

放下研究生考试备考

两位“00后”小伙完成“生命接力”

陈启源（左）和索泽辉（右）。

“这是画的！”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史馆内
一位在发动机剖视图教学挂画前驻足观看的同学发
出了上面的感叹。

这幅挂画确实太不像“画”了，从各零部件的大
小相对位置和装配关系，到钢制、铜制铝合金、铸铁
等零件的材料属性和色泽，全都精确真实、“栩栩如
生”，甚至还带着几分“动感”。

出于对教育的执着和热爱，凭
借综合能力和奉献精神，施岳定陆
续手绘了百余幅这样的课堂挂图，
许多施老师绘制的图片后来也成为
教材插图，点拨和启发了许多学
子，因此，有国内同行赞誉他为

“工程画第一人”。
在施老师家中存放着厚厚一叠

图学教材插图的原稿，那是他多年
积攒的“宝贝”，那些年他为出版
的教材画了千余幅插图，但具体数
字有多少连他自己也算不清楚。他
说，只要学生需要，他就画。

就算是一个螺纹、一个弹簧、

一个齿轮、一个涡轮，甚至是一个
椭圆截面，每个细小的零部件插画
中，都有他自己的思考。

施老师的图不只出现在挂图
里、教材中，还出现在黑板上。

“边讲课边在黑板上画图教学
效果特别好”、“如果用幻灯片讲解工
程图关键部位的图形关系一张图直
接跳出来学生跟不上”。施老师说：

“边讲边画对重点部位的指向性更
强，学生紧跟思路理解更为透彻”。

有学生回忆，读书时，还流传着
“一节课”和“一秒钟”的故事。讲授
“画三视图”时，施岳定会布置一项

作业，学生们根据不同模型用一节
课的时间绘制其三视图，下课后，学
生逐一排队拿图给老师检查。“施老
师只要看到你的图不用看模型立马
就能知道有几个错，检查错误就一
秒钟，真神！”学生回忆说。

面对学生们的评价，施岳定老
师说，自己的想法其实很简单，要
提高教学质量必须精益求精。“教
学需要投入，做好教育工作需要情
怀，教师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作
为老师要努力成为学生的楷模”。
不得不说，这就是科学与艺术的完
美融合。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浙江大学

2 只要学生需要他就画

工 件
的 三 视
图 、立 体
图和着色
后画稿。

教材插图与原稿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