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话AI+”科创TALK首场

“AI+医药”专场 5 月 9 日下午举

行。

计算机学院研究员、智能机

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文强分享

《“仲景GPT”中西医大语言模型

和中医诊疗机器人》成果，从大

模型时代的新范式和新拐点谈

起，详细介绍产品设计理念和实

现路径及人机交互诊疗案例。

人工智能创新与产业研究院副

院长程远分享《AI赋能生物医药

及CFFF科研智算平台助力科技

创新》的报告，介绍学校CFFF科

研智算平台，直观介绍AI赋能生

物医药领域的发展前景。循数

医疗 CEO 王玉涛介绍了循数医

疗在临床专病自动化，单病种管

理平台建设方面的创新发展，深

入分享获得中国国际大学生创

新大赛（2023）金奖的经历。

“计话AI+”科创TALK是在

校团委指导下，由计算机科学技

术学院结合学科特色推出的系

列活动，每期聚焦一个学科方

向，邀请优秀中青年教师和业界

创新创业导师深入分享交流.

来源：计算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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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车队力争交出服务同学的“高分答卷”

校园生活

““计话计话AI+AI+””科创首场讲医药科创首场讲医药一箱箱包裹被牢牢地固定

在三轮车后座上。戴着头盔的

车手正视前方，以稳健的速度前

进——行走在校园中，你是否曾

与这样一辆蓝色三轮车擦肩而

过？

这是校学生会权益车队日

常工作的一幕。

“让同学们感受到在校园

里，自己的声音、需求可以被听

见。”这是成立权益车队的初衷

——从同学们的切身需求出发，

建立、运营好一个组织。高校学

生权益板块的普遍参与意识仍

处于发展中状态，需要一种表

率，一种创新，一种“从零到一”

的突破。随着权益车队和其他

开发项目走上正轨，他们期待更

多同学参与权益相关的活动。

“把问题实实在在解决了”

车队的诞生缘于校学生会

信箱中的一封来信。2023 年 3

月，一位社团成员要运送物资，

向学生会寻求三轮车等运送工

具。此次借车的流程繁琐，费时

费力。满头大汗地收工后，时任

权益服务组组长施懿想让师生

更方便借车，萌生出流程化、常

态化运营车队的想法。4 月下

旬，“权益车队”筹备；5 月中旬，

车队投入使用。2023 年秋季学

期，权益车队迎来 20 位志愿者，

每学期40单的运单量，出车率达

到100%。

简单描述权益车队的运营

模式，就是“借车—用车”。志愿

者们在两者间搭起协商和沟通

的稳固桥梁。如果用一个词来

概括，秘笈是“丝滑”：从纸质文

件到共享文档，显著提升用车申

请的审批速度；在共享文档中记

录下用车者的基本信息、用车时

间等，用车人、借车方和负责老

师三方能及时看到车辆的调度

情况。

23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学生

会公众号的下拉菜单中就能找

到权益车队的预约问卷。填完

问卷，弹出车队主管的联系方

式。“每一单中沟通、运送时遇到

的问题，会成为后期改进服务流

程、形成新措施或方案的关键

点”，学生会权益工作负责人施

懿说，“这支车队需要在实践中

寻找改进的方法，这也是一直办

下去的动力之一。”

实际上，寝室楼，校超，乃至

每个区域的物业，几乎都配备有

运输工具。然而，由于校内的车

辆无法行驶至校外，目前车队的

服务限于邯郸校区。“这学期或

者下学期，覆盖的范围会扩大。

以后在南区、东区也发展这样的

车队服务。”车队负责人刘星玥

展望发展与“壮大”。

车 队 运 营 最 重 要 的 还 是

“人”：23秋学生会权益工作负责

人屠逸菲说，在供给侧上，要招

募到热心志愿服务、有一定驾驶

技术的同学，确认他们的空余时

间；在需求侧上，要关注同学们

的订单和需求状况。根据屠逸

菲的观察，周末或周二下午需要

运送的物资往往较多。找到供

给侧与需求侧的平衡，是车队组

织者统筹的目标。作为刚刚孵

化一年之余的项目，权益车队正

在逐步推广、招新和迭代中，试

图的交出一份统筹管理和日常

运营“高分答卷”。

“穿着正装骑三轮车的
专业团队”

在权益车队中担任车手，是

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多开几趟三轮车在学校里

跑，会遇到各种各样有趣的事

情，听到不同借车同学分享的故

事。”车手杜城武笑着回忆，“上

学期学代会时要运一批物资，我

作 为 学 代 会 工 作 人 员 要 穿 正

装。最后穿西装开三轮车，像一

个特别‘专业’的运输团队。”

轻松、自由、灵活，是车手们

的工作感受。车手通过排班轮

值和自主报名两种模式上岗。

随时有车手待命，满足紧急用车

的需求。“大部分订单只需要一

两次的运送就完成了，整体工作

量不算大。我们可以和用车同

学商量，约在双方都比较空闲

时。相较于其他志愿服务，权益

车队的工作会自由一些。”车手

杨开强说。

安全时常被“敲黑板、划重

点”。刘星玥说：“如果没有权益

车队，很多没有什么驾驶经验同

学可能去借车。创办车队的初

衷之一，是希望校内电动车驾驶

更安全。”熟练驾驶电瓶车或三

轮车的经验是招新中的重要考

量，是车手的“硬技能”门槛。上

岗之前，志愿者们要完成实操培

训，负责培训的是一位驾驶时长

达到 40 小时的车手。除了实战

演练，车手们还会学习书面形式

的安全须知，以保证上岗后能熟

练地“安全驾驶”三轮车。

车辆维护也是权益车队的

日常工作之一，主要包括充电检

修、垃圾清理、清洁等。“上学期

冬天有一次使用三轮车前，没有

仔细检查车况。运送过程中，车

突然就没电了。我们只能在寒

风中推着三轮车，把物资运到相

辉堂，又从相辉堂把空车推回叶

楼。”车手杨开强回忆起这样一

段难忘的经历。

尽管权益车队有运输工具

的加持，但有时为了运送物资也

不惜人力。栗鳗星曾因为社团

线下招新，联系权益车队搬运桌

椅、剪板架、玩偶头套等，由于权

益车队的车辆无法开出本部，志

愿者抱着玩偶的头套，“人肉”搬

运到南区。“权益车队的志愿者

们特别热情，”栗鳗星说，“我们

是临时申请的，但是车队匹配志

愿者的速度非常快，解决了燃眉

之急。”

点点“星火”汇成权益
服务之“炬”

“我喜欢骑着三轮车的感

觉，虽然比较慢，但一想到能帮

助到同学们，就非常有动力。”

一 篇 朋 友 圈 转 发 的 公 众 号 推

文，让杨开强怀着这样的初衷

加入权益车队。从学生成为志

愿者，身份的转变带来视角的

变化。刘星玥颇有同感:“之前，

我不太了解学生会的权益板块

到底做了什么。直到自己作为

权益活动组的负责人后，才了

解到，原来大学的权益活动可

以做得非常多样、非常深入。

至少在学生会的权益板块，我

们把权益这两个字推下去，为

同学做很多实事。”

本学期的学雷锋日，权益车

队在北食摆出线下展位，吸引一

些同学报名车手志愿者的同时，

也增进了广大师生对于车队的

了解。“我们考虑在一些特殊的

时间节点做一些特殊的宣传活

动。比如今年毕业季在邯郸校

区驿站门口做实地宣传，让同学

们现场看到我们有三轮车、可以

提供可靠的搬运服务。”谈及车

队未来的宣传工作，负责人们正

在制定有针对性的线上、线下宣

传方案，让同学们了解这个“便

民”渠道。凭着一腔热情，权益

车队从点滴细节做起，逐渐拥抱

制度化、规模化，以同学们的点

点“星火”汇聚成权益服务之

“炬”。

“需求”二字常被车队负责

人和车手挂在嘴边。“权益车队

是有使命感的。”刘星玥说。

文/徐奕萱 贾晔闱

春日正盛，植物们生机勃勃。志德书院组织“寻宝大师”活
动，发掘校园里的花草宝藏。 文/张铭炜 图/姜煜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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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步中上一堂在漫步中上一堂““场馆里的思政课场馆里的思政课””
来自 9 个院系的同学们 5 月

7日下午参与“光荣之城”漫步上

海党史学习教育 City walk 活动

中，踏上追寻红色足迹的研学之

路，体验走出课堂、亲身体悟的新

时代“大思政课”。

同学们分为两条路线，先后参

观了《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中国左

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

址纪念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

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宋庆龄

故居纪念馆、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毛泽东旧居陈列馆等7个点位。

历史不是抽象的过往，是切

实存在的记忆，有着穿越时空引

起共鸣的魅力。走过遗址的街角

巷尾，穿过历史的瓦砾尘埃，感受

革命前辈的初心与坚守，“场馆里

的思政课”让同学们品味到真理

的味道与信仰的力量。

来源：“青马”团校

留学生赴桂林开展文化考察留学生赴桂林开展文化考察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4月25日

组织国际学生开展“行走中国”文

化考察活动，带领美国、英国、韩

国、日本、巴拿马、秘鲁、以色列、

泰国、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

等11个国家的16位留学生赴广

西桂林进行为期4天的深度文化

考察和体验。 文/张 伟 王冕

春日花草循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