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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高考前夕，张桂梅日常使用的小喇叭等5件（套）实物被国家博物馆正式收藏。高考在即，张桂梅将第15次送考的消息再次成为新闻热

点。张桂梅表示，送考也是希望给学生们一份力量一份自信，让学生们知道考场外老师们都在，什么都不怕。

陪伴张桂梅多年的小喇叭
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一个在学校日常使用的小喇叭、一张华坪女高58班

集体写给张桂梅的教师节贺卡、一面华坪女高升旗仪式

使用的国旗、张桂梅手抄的党章和党的二十大报告，这5

件（套）承载着张桂梅数十年坚守边疆教育事业奉献精

神的见证物，被无偿捐赠给了国家博物馆，部分实物未

来会在国家博物馆相关展陈中向公众展出。

坚守、感恩、信仰、激励……它们将在国家博物馆的

陈列里，在更多人的注视下，讲述大山深处教育事业的

故事，散发坚守“为党育人”的光和热。

和张桂梅形影不离的小喇叭，见证着师者丹心的殷

殷期盼，承载着奋进与坚守的力量。

华坪女高建校初期，学校仅有一栋教学楼，没有宿

舍、食堂，师生同住在教学楼里，软硬基础设施短板多，

条件异常艰苦。师生经常哭成一片，加之一些家长怀

疑、观念封闭，学生中途退学的事时常发生。

在教学工作几近瘫痪之时，在重重困难和挑战面

前，张桂梅挨家挨户地去想要辍学的学生家里家访，“姑

娘们，读书是你们唯一的出路”，靠着声嘶力竭的呼喊，

她终于把田埂间劳作的女娃娃们唤回了课堂。

小喇叭，成为张桂梅手握的一杆猎猎作响的旗帜，

正是在这声量的托举下，见证着无数飞出大山的云雀。

“光靠我一个人的音量不够大，所以我就到菜市场

找到了这么一个喇叭，从这以后我就找到工具了。”张桂

梅说。

自此，清晨5时的群山间，沙哑而坚定的声音每日都

会穿透薄雾：“姑娘们，起床啦！”“都跑快点儿呗！”喇叭

成了帮助张桂梅开展教学工作和照顾学生日常生活的

“亲密战友”。学生们起床、睡觉、集合、用餐等，都离不

开张老师喇叭里传来的鼓舞干劲的声音。

小喇叭，用声声叮嘱让深山里的校园变成温馨的

家园。

学生们在食堂吃饭时，小喇叭播放着《红梅赞》陪伴

孩子们10分钟的用餐时间；早操时，它提醒着同学们小

心地滑、雨天要打伞；晚自习后，它又化作摇篮曲，在“姑

娘们，盖好被子”的叮咛中送学生入梦。除了“校长”“老

师”，同学们还亲切地叫她“张妈妈”。

“我们一直在您的身后，打着那束温暖的光！我们

永远爱你……”这是58班学生们集体写给张桂梅贺卡

中的一句祝福语，也是入藏国家博物馆的珍贵物品之

一。这份贺卡，将女高学生们对张老师的深情跨越时

空定格。

小喇叭，将坚守信仰的呼声传得更响、更远。

自2008年建校以来，华坪女高已累计将2000多名

女孩送出大山、送入大学，圆了无数女孩的求学梦、大学

梦。十多年来，华坪女高用知识改变了一个个女娃娃的

命运。华坪女高高考综合排名始终在丽江市前列，张桂

梅和女高师生的故事更是感动了无数国人。

5年前，曾是驻外翻译的满仕祺因在网上被张桂梅

的办学事迹深深打动，放弃了原来的工作，成为了华坪

女高的英语教师，“每当我看到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神

和质朴的笑容，我就觉得我做的事是有意义的。”她说。

如今，华坪女高的许多毕业生已成为教师、医生、警

察、律师……这些都是她们择业就业时首选的方向。

张桂梅说：“我希望通过这些物品，把我们党的精

神和宗旨传承下去，我想把这个声音传播得能多远就

多远。”

来源：新华视点

年轻人会为良好的文旅体验买单

500500元至元至10001000元元

近年来，以“沉浸式体验”为核心的文旅新业态成为消

费引擎。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民

俗风情体验（62.1%）、乡村生活体验（49.4%）、非遗体验

（46.5%）是受访青年最常参加的体验式文旅项目。44.7%

的受访青年参与体验式文旅活动的单次消费预算在500

元至1000元，71.3%的受访青年表示体验式文旅活动最

吸引自己的是丰富的社交互动环节，如亲手制作、游戏互

动、角色扮演等，78.9%的受访青年认为体验式文旅活动

会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方式。 来源：中国青年报

数据新闻研究室

过去一周，热点事件频发，并迅速上了各大热搜，刷屏朋友圈。一周TOP榜

科学家发现一颗“超级地球”

新闻榜
95后地理老师徒手画图堪比PPt

视频榜话题榜
非遗文旅带火中国游

今年端午节假期是实施240小时过境免

签政策后的首个端午节假期，各地口岸出入

境客流再创新高。“非遗文旅带火中国游”的

话题一度位居微博热搜榜第3位，阅读量超

过3400万人次。

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端午

节假期，出入境人次达590.7万。中国传统

文化“圈粉”外国友人，我国的传统节日体验

和深厚文化底蕴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外国游

客走进中国、感受中国。这一热潮不仅是旅

游业升级的体现，更彰显了传统文化在当代

社会中的生命力和国际传播潜力。

来源：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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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顽童”半马出圈的背后故事

创业要求人是“多面手”近日，山东济南，95后高中地理老师

袁晓因为画得一手漂亮的黑板画而在网

络上走红。在微博热搜上，这段视频点击

量超过419万人次。

许多网友感叹：“堪比PPt！”“老师可

能是主修美术，辅修地理。”对此，袁晓表

示，自己并没有美术功底，只能在课余时

间下苦功夫。为此，他买来很多书法字帖

每天练习控笔。他希望让学生明白，地理

不仅是高中的一门课程，还会伴随自己的

一生。 来源：人民日报

由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领衔的中德联合研

究团队，近日在一颗类似太阳的恒星周围，找到了

一颗质量为地球10倍、可能有类地生命的“超级

地球”，该新闻的相关阅读量超过1800万人次。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顾盛宏介绍，已

发现的宜居带行星是否真的具备类地生命存在的

条件，还需要进一步探究。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人

类真的能够找到一颗类似地球的“蓝色星球”。那

时，将能够回答“在浩瀚宇宙中是否只有地球这样

一颗有生命的星球”这一千古难题。 来源：新华社

退休再就业能干啥

3434%%、、2828%%和和1515%%

老年人群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也是高质量劳动力的潜

在储备。根据老龄科研中心数据，60岁以上劳动者的就业分

布中，家政服务、保安、社区服务位列前三，分别吸纳了34%、

28%和15%的老年从业者。随着老年人学历的提高、思想观

念的改变以及社会对老年人再就业的接受度提升，老年人的

就业岗位空间变大，例如许多老年人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

经验和技术，退休后继续从事专业技术咨询服务工作，如工

程师、教师、医生、高级技术人员等。 来源：《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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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全球首届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在北京亦

庄上演，获得亚军的松延动力“小顽童”N2机器人凭借出色

表现收获了所有观众的肯定，公司创始人姜哲源也迅速成

为网友的热议话题：1998年出生，25岁时选择创业。

奔跑的“小顽童”

4月19日，北京亦庄，20支机器人队伍在21公里的

赛道上各显神通，松延动力的N2机器人组成“小顽童”和

“旋风小子”两支队伍，获得了亚军和第四名的好成绩。

N2机器人迅速成为了社交平台上的热点话题。当

时，在马拉松的终点区，头戴红色“必胜”发带的姜哲源带

领团队激动地加油呐喊，他甚至还现场“带起了货”，劝说

身旁的观众们也买一台玩玩。

能跑、能跳、能空翻，这是姜哲源对N2机器人的定

位。2024年3月底，姜哲源团队开始做机器人的强化学

习，5月份就学会了走和跑，6月—8月已经陆续实现双腿

跳、单腿跳以及舞蹈动作，到2025年，又学会了倒地爬起

和空翻两个动作。“小顽童”的成长速度之快让团队很有

成就感，用姜哲源的话说，“就像抚养孩子长大”。

姜哲源说，这次的成绩是团队厚积薄发的结果。

太火了，根本交付不过来

其实，在人形机器人半马“破圈”之前，N2机器人依靠

“多场景连续后空翻+3.99万的定价”已在业内掀起了波澜。

谈到定价，姜哲源解释，他并不是要打“价格战”，而

是希望能够错开身位去竞争。“如果别人卖20万元，我卖

19.9万元，这叫无意义内卷。别人卖20万元，我卖3万

元，就不叫内卷了，其实算是找到了一个‘蓝海价格带’。”

当时，松延动力在业内还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公

司没有成熟的运营和营销团队，更不具备稳定的商业化

能力。姜哲源的设想是，用一个足够有话题性的价格，搭

配优异的性能展示，让自己的产品成为圈子里热议的话

题，进而获得更好的流量曝光。

但如今，马拉松的热度让这些曾经的问题变得不再

是问题，大量订单的涌入反而让他们上调了N2的价格，

“因为太火了，根本交付不过来”。

创业就像过山车，大起大落

姜哲源今年27岁，在采访中，他既散发着初入社会的

蓬勃朝气，也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沉稳远见。对此，他的解

释是“摔打出来的”：“一次又一次跌倒爬起、逆风翻盘之

后，自我认知慢慢就变得不太一样了。”

高考时，姜哲源以北京市第28名的成绩进入清华大

学电子工程系。读博期间，他的研究方向是“深度强化学

习足式机器人的运动控制”，但他最终决定辍学创业。

2023年9月，姜哲源正式创立了松延动力，选择将强化学

习应用到人形机器人领域。

说到教育经历，姜哲源表示，能考上清华说明自己有

一项长处，就是学习学得好，而创业对人的要求则是“多

面手”。理想很“丰满”，但创业的过程注定不会一帆风

顺。姜哲源形容，那真的就像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好

几次差点儿死了”。

刚创业时，拿不到太多投资。怎么办？姜哲源决

定，自己筹钱来做机器人。后来，机器人原型机N1顺

利制造出来并实现双足行走，公司也拿到了两轮融资，

算是渡过了难关。然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团队规模

迅速膨胀，开销增大，却一直没有产出新的演示原型，

业务陷入了瓶颈。

经过一番思考，姜哲源决定，从零开始聚焦于搭建强

化学习的团队，找出带领公司走向下一个“技术高地”的

人才。新的人才和算法引入之后，团队迅速完成了技术

迭代。到2024年年底，松延动力的人形机器人业务逐渐

步入正轨，之后便是大家已经熟悉的剧情——N2的后空

翻以及半马“出圈”了。

我国对于人形机器人的探索虽然起步较晚，但如今在

国际上已经跻身第一梯队。“小顽童”跑到了马拉松的终点，

而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或许才刚刚通过起点。每个参与者

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拼尽全力、奋勇争先。正如姜哲源对自

己团队的形容——之前的我们算是在井里，现在刚把井盖

推出一条缝，透进了一束光。但距离真正突破井盖长起来，

长成一棵大树，还有非常远的路要走。 来源：央视新闻

芒种时节，正是“三夏”农忙之季，大江南北的农民在田间地头忙着插秧收麦，在大地上书写丰收的诗篇。

①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农民在田里起水稻秧苗。
②河南省焦作市温县农民在麦田里忙碌。
③在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李鹊镇皮里村的麦田里，农民驾驶

收割机收割小麦。
④农民在重庆市黔江区中塘镇兴泉社区有机水稻基地插秧。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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