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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海宁市高级中学的 7名学生前不久赴澳
大利亚，参加2019年PEW国际电子制作大赛。经过
激烈的角逐，该校学子在比赛中荣获个人赛一等奖7
人，团队赛一等奖 1 人、二等奖 3 人、三等奖 3 人，学
校荣获卓越代表队奖（本次比赛最高奖项）、教师陈
武江荣获卓越导师奖。日前，南半球最大华文媒体
大洋日报大篇幅报道了 2019 年 PEW 国际电子制作
创新大赛，特别提到了中国队带队教练陈武江。

个性发展得到兼顾
早在 2012 年，在海宁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濮

逸铖就能熟练地挪动着电脑鼠标，槽具中的小车按
指挥前进、停靠、返回，墙上的触摸电视屏上，显示着
控制这一系列动作的电脑程序。这是海高校本课程

“PLC远程控制技术及其应用”成果展示会上的一个
片段。

从 2012 年 12 月 28 日起，在海高实验楼五楼微
格教室里，先后有 11 项“PLC 远程控制技术及其应
用”课程小成果进行展示。展示内容包括模拟交通
信号灯、抢答器、流水灯、洗衣机标准程序、小车定点
停靠卸货等多个实用性很强的项目。

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颜钢
锋教授作为该课程的辅导老师，出席成果展示会，并
对学生的演示成果现场点评。颜钢锋说，海高的此
项校本课程很有特色，让学生在高中阶段就接触到
了数字控制工程技术的基本内容。“PLC是机器人技
术最基础的知识。”他进一步解释，它的基础是时序
逻辑，通过传感器、控制器和程序来远程控制机械。

据悉，这项“PLC 远程控制技术及其应用”的校
本课程是海高教师自主开发、面向2015届学生的校
本选修课程，目前有近 150 名学生选修该门课程。
2012 年 9 月，课程开发者陈武江带领课程小组编写
的《用 PLC 远程控制洗衣机》教材，获得海宁市普通
高中选修课程评比一等奖。“通过选修课程的开发，
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学生的个性发展得到了兼顾，也
为学校特色发展奠定基础。”海高校长说。

学生比赛屡屡获奖
PEW国际电子制作大赛是一项面向中小学生科

技创新的国际性赛事。PEW电子制作锦标赛在中国
从1998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二十二届，而国际赛今年
已经到了第三届。2018 年，海高学子在大赛中取得
2个团体第一名和13个一等奖。

记者近日在海高实验室见到了陈武江，他正在
给学生们集训。陈武江说，这次是他第一次带队去
国外参赛，特别有感触：“取得成绩是其次，最重要的

是与不同国家的学生在大赛中相
互竞争、交流、合作，最后结下了
友谊且收获了经验。”陈武江还
说，在墨尔本，当地老师有一句话
令他特别骄傲：“你们中国学生每
次来这边，都能给学生带来帮助
和激励，激励他们更努力!”

在海高实验室里，我们见到
了很多正在训练的学生，刚刚从
国外回来的他们正在备战“全国
青少年电子制作锦标赛”国赛。
据了解，7 月 6~10 日，海高 21 名
学生参加“全国青少年电子制作
锦标赛”省赛并获得好成绩，有 6
人获青年组电路创新设计项目团
体一等奖，另外还摘得个人一等
奖13个。

陈武江和这 21 名学生最近
还前往嘉兴，迎战“全国青少年电
子制作锦标赛”第一站，在“太空
探测器”项目取得了开门红，获得
团队第一名好成绩。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海高人积极深化课程
改革，坚持正确的育人观，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不断
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坚持以科教创新为抓手，充
分发挥学校教育在科普工作中的主渠道作用以及学
生在科普实践中的作用。

创新教育有新突破
“思维方式在转变，看事情的角度也变多了。”

“现在同样的作业比之前写起来快了近 1 个小时，
平时做事也更有效率了。”正如该校学生所说，电子
制作正在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动手能力、做事效
率……

在采访中，陈武江说的有句话让我们印象深刻：
“比赛奖是其次的，培养学生的动手动脑、逻辑思维
能力是最重要的。”

陈武江今年 62 岁，是一位物理老师，早在两年
前他已退休，由于对科技创新的热爱，也希望把自己
所拥有的知识传授给更多学子，他才再次回到校园。

据了解，早在 2012年，随着课程改革的实施，陈
武江在学校安排以及在海宁三易科技有限公支持
下,在海高实验楼5楼，打造了“科技创新实验室”，为
学生们提供更多发展空间。实验室里有许多陈武江
亲手制作的科技发明，有几样还获得国家专利及发
明专利。

近年来，陈武江采用上课+训练的模式，利用学

生课余时间，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陈武江的科学创新教育作为海高重点突破重点
发展方向，在嘉兴、浙江乃至全国各类比赛上都取得
过不错成绩。令陈武江最欣慰的是，不仅是学生，家
长们也反馈说，来这里学习、训练后，孩子们动手动
脑能力都有明显提高。

陈武江笑着说道，2017 年海高刚开设电子制作
课程时，很多学校都还没有相关课程，经过他们努力
和取得一系列成绩后，2018年开始，有些学校也开始
开设这门课程，到今年，海宁市区大部分中小学都已
经有这门选修课程。

陈武江说，退休回来继续工作，很大的心愿就
是希望海宁教育更上一层楼，科学创新教育越来越
普及，越来越好。希望孩子们在学校不仅能学到知
识，还能学到方法、学会思考。量变的积累能达到
质变，陈武江希望通过这样培养，海宁学生能找到
一把新钥匙，有新突破口，也使海宁教育成绩上一
个台阶。陈武江表示，希望在接下来的创新教育
中，学生们能够加强对题目的分析与理解能力，学
会举一反三。

当然，在陈武江看来，科学创新教育得奖并不是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可以锻炼孩子们的动手动脑
能力，培养孩子们注重细节的严谨态度。他希望越
来越多的人能够喜欢科技创新，也希望这些项目能
够促进海宁教育的发展。

本报记者孙常云 通讯员洪旭朝 吴建杰

陈武江 科技创新教育的引领者

随着一年一度上海厨卫展的盛大开幕，国内无
数卫浴大咖齐聚上海.日前，笔者有幸采访到福萊卡
董事长兼创始人张周全，面对面听他讲述了创业背
后的精彩故事。

张周全其实是一名卫浴老将，早在 1991 年便创
立了奥雷士公司，是国内最早耕耘在卫浴领域创业
的企业家。

2008 年，有朋友与他商量想和他一起做智能马
桶，他觉得智能马桶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应该会有
不错的市场前景，于是在当年创建了吉田雅格。
2014年，吉田雅格第一次扩股，股东由最初的四名增
加到六名。扩股后企业有了更多资金，于是在 2015
年收购了一家倒闭的企业，并且在2017年开始筹备
上市。吉田雅格一开始的目标是新三板，当时已经
挂牌可以排队了，可后来听说新三板没有什么大的
发展，于是将目标改为 IPO，也就是创业板。为此，他
们找来了一支包括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
在内的咨询团队，然后做了一次上市前的调查，结果
发现奥雷士与吉田雅格存在同业竞争，而张周全是
这两家公司的大股东。按照规定，大股东存在同业

竞争或者有关联企业就不能上市，于是吉田雅格的
上市历程暂时被卡住了。

最后，出于种种原因，张周全选择了退出，然后
于 2018 年 3 月拿到福萊卡的营业执照。这个时间，
离他创立吉田雅格，第一次踏入智能马桶行业，正好
十年。

从去年 3 月拿到营业执照，到今年参加上海厨
卫展，福萊卡仅仅用了一年，便开发出 17 套智能马
桶模具，并带着这17套产品前来上海参展。第一天
参展效果非常好，许多同行对福萊卡给予高度的评
价，说福萊卡是目前智能马桶款式最多的企业之
一。据张周全解释，虽然福萊卡仅成立一年多时间，
但从 1991 年创立奥雷士，到 2008 年创立吉田雅格，
再到去年创立福萊卡，其实他已经打拼了近三十年
卫浴和十一年智能卫浴的从业经验，不仅对这个行
业了如指掌，还积累了包括人才在内的大量资源。
如福萊卡现在的一位常务副总，之前曾在一家进口
卫浴企业工作了19年，拥有极为丰富的智能马桶研
发经验，以及较高的团队和项目管理能力。张周全
在人才引进和技术研发方面不惜代价，因为他知道

只有把产品品质做好，企业才能做大做强。
此外，福萊卡的总经理原来是做医生出身的，

有一次在聊天时说到卫生间的卫生很重要，如果不
注意卫生，不但有可能引发各种妇科病，而且还会
导致男性犯痔疮，也就是俗称的“十男九痔”。于是
张周全突发奇想，说能不能发明一个会药洗的智能
马桶，根据药理对人进行清洗和护理。带着这一想
法，福萊卡的这位总经理利用自己原先做医生积累
的知识和经验，与药厂共同研发了一种药水，然后
用这种药水在浙江大学做了大概三个月的临床测
试。测试结果表明，各项指标全部合格，也就是说
这种药水对预防痔疮和妇科病有良好的防护及治
疗作用。如今，福萊卡的中药护理马桶已成功面
世。从董事长张周全到医生出身的总经理，再到在
进口卫浴企业工作了 19 年的常务副总，福萊卡的
高管团队背景虽各不相同，但在各自的领域均属于
资深老将，大家各司其职，优势互补，共同铸就着福
萊卡的美好未来。

谢良宏 卢新

张周全 卫浴老将成就十载智能梦

端午小长假，天台县平桥
镇容田农场内，不时有自驾游
爱好者驱车前来。看着果园便
道上的一长溜车辆，张式庆满
是汗珠的脸上绽开了笑容。

今年65岁的张式庆是天台
县平桥镇溪边张人。2013 年，
他在亲友的一片质疑声中，承
包了邻村约500亩荒芜、贫瘠的
山地，被人们戏称“愚公”。经
过6年的汗水浇灌，他硬是叫荒
山披上了绿装，那连片的水果
林将荒山变成了花果山。

从去年开始，张式庆在种
水果、卖水果的同时，寻思着卖
服务、卖文化。他在园区的帮
助下，推出认购、认种、认养服
务，并引进研学游，由“愚公”变
成了新时代的“创客”。

张式庆是个种田好把式，
原来每年种 10 来亩水稻，养几
十头肥猪。一次与人闲聊时，
讲到邻村的那一片荒山，他一
时很受触动。

“我是看着那片矮山长大
的，以前吃不饱时还有人种，现
在全部长满荒草。”张式庆看着
可惜，就有心承包荒山。

起先，他只想承包一小块
地，扩大养猪的规模。不想，才
跟村里商量，就有许多村民主
动前来联系，希望把地租给
他。张式庆不想让村民觉得自
己“挑肥拣瘦”，一一应承了下
来。

“大多数是山坡地，像样的
平地没几块，又全都是赭色的
硬土，还长满了芦杆和荆棘，根
本种不了庄稼。”听说要承包大
片的土地，家人一致反对。他
爱人甚至骂他是不是“神经搭
错线了”。

张式庆像是没听到一般，
顾自与村民接洽，到最后，流转
的山地已近 500 亩。这时，这个庄稼汉对这块
不能种庄稼的山地动起了别的心思：“庄稼种不
了，水果总可以种吧？”他寻思着把这片山地变
成一座花果山。

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张式庆对土地有着
特殊的感情，他想像着有一天能改变荒山的面
貌。在完成山地流转后，家人的怨气还没消，他
却做起了水果挂满枝头的美梦。

开垦土地第一天，张式庆着实惊出一身
汗。他自以为力气大，能挑两百斤担，但在一两
人高的芦杆前，他花一天时间仅清空 20 平方米
左右。

清理杂草尚且如此困难，那平整土地就更
别提了。500亩山地，得清理到何年何月？不得
以，他租来挖掘机，一个山包一个山包慢慢清
理。

而更让他吃惊的是，挖起来的土层只有 20
厘米左右，种作物根本不耐晒。张式庆说：“以
前大家都说这片山地月亮都能把庄稼‘晒’死，
我还有点怀疑。现在到了这个地步，我已经没
有退路了。”

张式庆对其中 350 亩左右可开垦的山地进
行深度翻耕，使土层增加到 80 厘米，并整理成
块状。单这一步，他就投入近 100 万元，花费了
一年多时间。

那一年里，张式庆在荒山上以木棒为柱，以
塑料纸为帐，过起了野人般的生活。妻子张月
明说：“他凌晨 4 时要起来到养猪场喂猪，然后
整天忙着种果树，几乎天天要忙到晚上 10 时
后。”

每天忙活十七八个小时，张式庆的健康受
到了很大的影响，头一年他就掉了 20 斤肉。见
到他时，他双手托住腰部说：“腰椎病有点严重，
压迫到神经，双脚像是踩在棉花上似的。”

艰苦的日子里，张式庆的规划在成型，他要
打造四季果园：“春天有柑、夏有枇杷、秋天有梨
和无花果冬天有枣。”他有一个朴素的信念：用
一把老骨头换一座花果山，值！

可能是老天爷有意要考验一下他，第一年
种下了梨和无花果，长势并不好，特别是近 50
亩无花果到第二年结的果子，不是枝叶无力就
是鸟害严重。不得以，他只好忍痛将辛苦种下
的无花果全部铲掉。

张式庆一边自学，一边请来行家，边种边
学。五六年下来，他不但成了猪场里 400 头猪
的医生，还成了350亩果园的护理员。

别看张式庆一身农民打扮，但他的心里却
有着一个农业工人的梦想。作为农业园区联合
工会的会员，他不但让自己变工人，还要优先让
流转山地给自己、参与干活的村民一同转型。

张式庆说：“在这里干活的，旺季有 40 多
人，淡季有10多人，他们流转山地有一些收入，
平时干活的收入更多。”6年多来，他每年单工资
支出就在 40 多万元。为了大家能定时拿到足
额的工资，一家人在支出上的节省到了苛刻的
地步，张式庆甚至 5 年没给自己买过一件新衣
服。

干了大半辈子农业，这一回，张式庆自己也
觉得新鲜。这次不只是种点有机水果售卖，而
是要卖文化、卖服务。

首先，张式庆和子女们商量，给那片山地起
了个诗意名字——容田农场。他说：“容，就是
包容、笑容，是一种情怀；田，既是农耕之本，又
寓意产出的甜蜜。”

去年，该县推行以“认购、认种、认养+电商”
为主要内容的“天台大农场”模式后，张式庆开
始反思传统销售的缺陷。最近，他在农业园区
的帮助下，开展了线上线下的活动，重点通过线
上开展认购、认种、认养活动。

在 5 月中下旬枇杷成熟季节，有数千名游
客、网友涌入果园，有 200 多位省内外网友认养
了 500 多棵果树。张式庆高兴地说：“我已经看
到了今后的发展前景。”

徐平 茅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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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妖艳的梦幻”还是“梦里的花芽”，无论
是“清晨的霞光”还是“夏日的海滨”，奇异的色彩、奇
特的想象，都给人留下了无法忘却的印象。8 月 4
日，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浙江赛区比赛期间，省
内外媒体记者来到绍兴柯桥中国轻纺城毕昌煜艺术
工作室，聚焦自闭症青年画家毕昌煜的文创产品时，
个个露出惊讶的目光和赞许的眼神。

“中国的毕加索”
毕昌煜出生于绍兴，父母是在中国轻纺城经商

的温州人，与别的家庭不同的是，他们要把很大一部
分的精力用在照料孩子身上。比起很多同类孩子，
毕昌煜是幸福的，家里不但给毕昌煜请了专业的陪
护老师，一有空还常常带他去北京等地专业机构进
行康复训练。上帝为毕昌煜关上了一扇门，却为他
打开了一扇窗。

毕昌煜9岁的时候，家里人发现，这个不让人省
心的孩子只要拿起画笔，就能安安静静地坐几个小
时，而他笔下的这些画图，绚丽多彩，惟妙惟肖。

2012 年，毕昌煜的 5 幅画被送到省里参加书画
比赛，评委们看到后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每一
幅可以评一等奖的画，竟出自一个自闭症孩子的手。

知名画家吴冠南看到毕昌煜的作品后，主动提
出以自己的四幅画换他的一幅，并称这个孩子的用
色非常人能及，能激发人的灵感，帮他打开了创作的
思路。

而著名画家、美术评论家陈丹青则把毕昌煜喻
为“中国的毕加索”。

体现城市人文
如今，毕昌煜的文创产品早己走上国内外众多舞

台，他创作的独特花纹与图案令文创产品熠熠生辉。
毕昌煜的姑父阮永华告诉笔者，毕昌煜艺术工作室的
文创产品，现在与绍兴元素融合得越来越紧密，形成
了一大特色。他的作品与绍兴酒的温酒器、酒的容
器、陶瓷、保温杯和各种绍兴纺织服装面料、时尚配饰
等物品相融合，形成了毕昌煜特色文创产品。

毕昌煜的油画，还与山下湖的珍珠、大唐的袜
子、嵊州的领带等产品相融合，让传统产品焕发出新
的活力。他笔下的竹子和书法，让不起眼的保温杯
增色。他笔下的“妖艳的梦”“荷花”呈上丝巾后，使
普通的丝巾生色增值，赢得消费者喜爱。他的艺术
画，让靠垫、毯子、鞋子、遮阳伞、珐琅彩首饰等产品
富有生机。像“青藤茶”的包装，因印有毕昌煜画作
图案，显得禅意盎然，匠心独具。其包装盒则用毕昌
煜的油画图案设计，还能当纸巾盒使用。这是毕昌
煜家人希望通过传递变废为宝的理念，推动环保公
益事业的发展。

近年来，毕昌煜的文创产品受到社会方方面面
关注，许多名人为他点赞，帮助他点亮“星星之灯”。
在“绍兴宁波周”“绍兴杭州周”和绍兴文创发展大会
等活动中，毕昌煜的作品频频亮相，毕昌煜也在这些

活动中成为嘉宾，受到关爱。
“这是社会对一名自闭症青年画家的关爱，是城

市人文关怀的体现。毕昌煜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挖
掘自身潜力，展示了自己的才能，这种特殊的人对社
会的回报，更是难能可贵。”阮永华说。

凝聚父母大爱
毕昌煜从小就患上了自闭症，他能够成为一名

画家，凝聚着父母和家人对他的关爱。
从毕昌煜开始绘画，到毕昌煜的油画被从事纺

织业的父亲印到面料上获得热烈反响，再到毕昌煜
画的丝巾、手包、时装等各种艺术衍生品开始以

“BCY”品牌纷纷推出，每一步都凝聚着家人的无数
心血。特别是他的母亲，让毕昌煜爱上画画，让他能
逐渐成长，其中的付出和艰辛可想而知。

“比如一条印着儿子画的丝巾，看起来简单，但
都花费了我无数的时间和精力。作为母亲，我只希
望他的文创产品做得更好，能为社会接纳。我所有
的心血，就是助儿子能成功，让孩子成为对社会有用
的人。”毕昌煜的母亲赵灵芳说。

20多年来，父母的心血结出了硕果，毕昌煜成了
能自食其力的人，并用他的才气“点化”传统产品。

“作为母亲，我现在特别有成就感。我们一家人给孩
子的爱是满满的，我要让人们从毕昌煜身上看到，自
闭症的孩子也有希望的明天。”赵灵芳说。

谢云飞

毕昌煜 “中国的毕加索”

右一为陈武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