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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 5 月 18 日电（记者
刘良恒）近日，长沙全面开放试乘阿
波罗自动驾驶出租车，这是国内第
一个向公众开放的自动驾驶出租车
服务。虽然自动驾驶出租车在长沙
载客上路仍属测试性质，但业内认
为，此举意味着自动驾驶向规模化
落地迈出了重要一步。

长沙“无人出租车”：50

多个站点一键约车

“行驶、转弯、停车都是自动的，

安全员和技术员分别坐在前排驾驶
座和副驾驶座，基本没有手动操
控。”近日，在湖南航天医院门诊楼
前马路边，结束试乘自动驾驶出租
车之后，26 岁的医护人员李芬芸对
“新华视点”记者说。

长沙向市民全面开放的阿波罗
自动驾驶出租车，由百度与一汽红
旗联合研发，由湖南阿波罗智行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落地运营。目前，投
入运营的自动驾驶出租车共有 45
辆，运营时间从上午 9 点半到下午
4 点 20 分。开放打车范围主要在长
沙市梅溪湖地区的开放道路，行车
路线覆盖长沙当地的居民区、商业
休闲区及工业园区等实用生活
场景。

目前，为了保障乘客安全，每辆车
上配备了一名安全员和一名技术员，
在复杂路段或者遇到突发状况时，他
们随时可以接管。

市民可直接通过百度地图 App
实时呼叫区域内的自动驾驶出租车，
免费使用。现阶段由安全员跟乘客联
系，不是车载人工智能跟乘客直接对
话沟通。

“车内平板能够显示 360度视野
范围内的障碍物及动态预测，清晰呈
现途经车辆、车道、路口、红绿灯等路
况，并伴有限速提示及变道提醒，用
户可通过屏幕实时关注时速、剩余里程等信息。”阿波罗智行测试
与车辆运维部负责人成李说。

目前，市民只能在 50 多个固定站点上下车，且中途不能随
意切换行车路线。记者多次体验发现，由于车辆相对有限，约车
往往需要等候一段时间。

“我们已经达到 L4（高度自动驾驶）级别，在限定区域内自动
驾驶系统能实现全部场景的操作，人工接管率极低。”成李说，自
动驾驶出租车在长沙载客上路仍属测试性质。

建“智慧的路”，大半年测试确保安全

对自动驾驶技术应用来说，有了“聪明的车”，还要有“智慧
的路”。

“在颁发自动驾驶载人路测牌照前，我们对 100 平方公里范
围内 135 公里城市道路重要交叉口进行了智能化改造，打造智
能网联测试及应用场景 100 多个。”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产业促
进局局长郑平说，车路协同技术不仅服务于自动驾驶、智能网
联，也能服务于市民日常出行。

长沙市进行智能化改造的城市开放道路位于湘江新区的梅
溪湖、洋湖等四大片区。这一带属于长沙市的城市新区，规划水
平和建设标准较高，关键路口部署了通信单元、边缘计算单元、
路侧感知单元等智能设备，方便为“无人车”判断驾驶行为、分析
分辨障碍物提供信息保障。

据了解，在此次向公众开放前，长沙已进行了大半年的试运
行。2019 年 6 月，长沙市向百度颁发了 45 张可载人自动驾驶测
试牌照。当年 9 月，开放道路智能驾驶长沙示范区正式启用，自动
驾驶出租车获批在示范区内进行载人测试。

经过报名、筛选、预约、培训等严格流程，一部分市民获得抢
先体验试乘自动驾驶出租车的机会。当年 12 月，阿波罗智行在
长沙面向这些“种子用户”在测试路段开放试乘。

成李告诉记者，截至去年年底，阿波罗自动驾驶出租车已经
实现超一万次的安全载客出行，积累了大量测试数据。此次全面
开放试乘后，打车流程更便捷，约车时段更自由，覆盖区域更广。

郑平介绍，除了自动驾驶出租车，长沙市民早在 2018 年底
就可以体验在开放道路上自动驾驶的智慧公交车。由湘江新区
投资建设的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智慧公交示范线，
全长 7 . 8 公里，共 11 个站点。

运营方湖南湘江智能科技创新中心总经理谢国富介绍，长沙
智慧公交一期试运营共投放 4 辆智能网联纯电动公交车，其中 2
辆由中车电动基于 L3 级（条件自动驾驶）前装集成生产，另外 2
辆由长沙智能驾驶研究院后装改造。截至目前，这条智慧公交示
范线已经安全试运行超过 14 个月。

“智慧公交在试运行过程中可实现 10 项自动驾驶功能，其
中包括首站的自动启停、自适应车道保持跟踪、自动出入公交站
台、通过人行斑马线、通过红绿灯路口、自动转向等功能。”长沙
智能驾驶研究院副总经理应龙说。

业内人士表示，自动驾驶出租车落地长沙正是基于前期的
基础设施建设和大量测试数据的积累，表明“无人车”在技术和
法规层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

自动驾驶离规模化落地还有多远？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市布局自动驾驶。截至 2019 年底，我
国 20 余个城市发布了自动驾驶测试政策，其中 6 个城市发放了
载人测试牌照。

近日，上海市民也可以有条件地通过高德地图报名，免费呼
叫自动驾驶公司 AutoX 的“无人车”，在指定的许可范围内体验
“无人车”。

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12 月，北京已为 13 家自动驾驶企
业的 77 辆车发放了道路测试牌照，安全测试里程超过 100 万公
里。2019 年 11 月，河北沧州开放我国首个区级全域测试路网，
启动规模化自动驾驶载人测试。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1 个部门今年 2 月联合印发《智能汽车
创新发展战略》提出，到 2025 年，我国将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智
能汽车在特定环境下市场化应用。

“自动驾驶要规模化落地，目前障碍主要在技术成熟度和法
规容忍度两个方面。”应龙说，现阶段政府可以多出台一些扶持政
策，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允许相关企业在指定路段和时段扩大
测试范围，不断完善自动驾驶技术，积累数据。

百度有关负责人表示，长沙向市民全面开放自动驾驶出租
车试乘，将为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积累大量真实的用户反馈和
迭代依据，加速智能交通研发建设。

据了解，除百度阿波罗外，一些国内出行领域的头部科技企
业近日纷纷传出启动自动驾驶项目的消息。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
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认为，头部企业布局自动驾驶项目，
有利于加速自动驾驶量产化与规模化落地。在技术研发、基础设施
建设之外，相关政策法规配套也要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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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周畅、吴慧珺、陈诺、刘方强

你可能还记得，那双饱含“我想读书”渴
求的“大眼睛”。

但你可能不知道，距离“大眼睛”苏明娟
家乡 20 多公里，就是我国第一所希望小学的
所在地。改变“大眼睛”们命运的希望工程，正
是从这里“萌发”。

19 日，全国首个希望小学——安徽省金
寨县希望小学迎来了 30 岁生日。

1990 年 5 月 19 日正式落成的它，如一
粒种子，在大别山深处“破土”：30 年来，它见
证了孩子们走出大山，走向希望；它和两万多
“兄弟姐妹”一起，改写了无数人的命运，点亮
了无数梦想与未来。

祠堂里长出来的“希望”

【我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如今已是拥有两

个校区、多栋校舍、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和标

准化操场的现代学校，有教学班 38 个、学生

近 2000 人】

下午 2 点，是金寨县希望小学元老级教
师余淦的数学课。他走进教室，轻车熟路地打
开“班班通”，在电子白板上播放起课件。此
时，30 年前那块斜靠在墙上的木质黑板冷不
丁地“撞”入脑海。

余淦从 1983 年起就在这里任教。初建的
学校设在彭氏祠堂里，“窗户没有玻璃，都是
拿纸糊的。一到阴雨天，没有电灯，教室黑漆
漆的，漏雨再正常不过。”余淦说，一块木质黑
板、两三支粉笔便是所有教学器材，长桌长凳
上三五个学生并排而坐，写字时得小心翼翼
避开桌面上开裂的长缝。

除了教学 ，余淦还有个“艰巨”的任
务——清点学生。“开学时往往就会少几个学
生，上到中途也有学生突然就不来了，我们就
要挨个去学生家里找，基本上都是因为家庭
困难上不起了。”余淦还清楚记得，许多家庭
都是靠卖鸡蛋、卖柴火来一点一点凑齐学费。

金寨县地处皖西边陲、大别山腹地，是全
国闻名的将军县，被誉为“红军的故乡、将军
的摇篮”，红军第 25 军就诞生在这里。然而，
由于地处偏僻、交通闭塞，这里曾是中国最贫
穷的地区之一。

“每次看到老师拿本子来收学费，我就吓
得躲到桌子下面，觉得交不起学费怪丢人
的。”47 岁的金寨县希望小学副校长廖桂林
说，这是她少年时的烦恼。

其实这也是当时不少地方遇到的共同
难题。1989 年，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以下简称“青基会”）发起建立希
望工程，成为我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
少年的基金。1990 年初，青基会捐款 4 万
元，省、县、镇配套资金，金寨县希望小学正
式开建。

同年 5 月 19 日，新教学楼启用，大家都
冲进了新教室，孩子们摸着崭新的书桌，坐
在新的椅子上不想走。“那天我在新的水泥
黑板上多写了几个字，教室里面通了电，还
配了幻灯机，”余淦说，“那些在当时都不敢
想象。”

30 年过去，背靠的马头山依旧，这所学
校不断“生长”，如今已是拥有两个校区、多栋
校舍、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和标准化操场的
现代学校，有教学班 38 个、学生近 2000 人，
教职工近 100 人。校园里一棵从祠堂时代留
下来的柏树，见证了历史变迁。

以此为原点，一场以“希望”为名的建校
行动 30 年来仍在继续，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越是贫穷的地方，招牌越是闪亮。希望工程将
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重返校园作为根本使
命，先后发起结对救助和“希望小学”建设，有
效解决青少年因贫失学、辍学问题。

那些被希望工程改写的人生

【从希望工程收获的，“不只是物质上的

援助，更重要的是面对困境不屈服、不放弃的

精神，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勇气，和知恩图

报、自助助人的公益情怀”】

1991 年，大别山深处 7 岁小女孩苏明
娟饱含“我想读书”渴求的大眼睛，出现在希
望工程的宣传海报上，也就此改写她的
人生。

“如果没有希望工程的这张照片，我可能
就要面临失学。”童年时的回忆，苏明娟历历
在目。当时，《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解海龙来
到金寨探访，苏明娟正趴在桌子上写字，解海
龙将这个画面永恒定格在了镜头里。

“之后，我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资助，
再也不担心交不起学费，并在社会爱心人士
的帮助下顺利读完了大学。”苏明娟说。

苏明娟的老家在金寨县梅山水库库区，
离金寨县希望小学 20 多公里，是所在村民
组最远的一户人家，每天上学还要坐船出库
区，再徒步一个小时才能抵达她就读的张湾
小学。那时，她的家庭收入主要依靠父亲在
水库捕鱼虾和母亲养蚕。“我自己也会去山
中摘板栗，卖了补贴家用。”她说，板栗扎手，
一双手被刺出血。

如今的苏明娟已是一位干练优雅的职业
女性，就职于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她自
己的公益生涯，也持续了二十多年。

1997 年，刚上初二的苏明娟，将资助得
来的 600 元钱汇给了宁夏的一位回族小姑

娘，帮她圆了求学梦。2006 年，她和解海龙
拍卖了照片版权，所得 30 多万元用于援建
西藏曲水县的一所希望小学，成百上千藏族
孩子自此有学可上。2018 年，她成立了苏明
娟助学基金会，传递爱、传递温暖、传递希
望。“大眼睛”成为一扇窥探贫困的窗户，阳
光照进来，一粒粒希望的种子长成一棵棵参
天大树。

2000 年，年仅 15 岁的邓磊以 613 分的
高考成绩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录取，
成为全国希望工程救助的第一个少年大学
生。他说，希望工程改变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命
运，更是家庭的际遇。

父亲早逝，母亲拉扯着四个孩子艰难度
日，为了凑学费，兄弟姐妹四人一起，在山上
捡干柴到林业站去卖，家里的鸡蛋也都拿来
换钱。邓磊说，自己是个幸运儿，1996 年，初
一在读的他成了希望工程的资助对象。

“1998 年，我初中毕业，恰逢希望工程在
全国范围内选拔 50 位‘希望之星’，我有幸被
选中，在浙江平阳的一所学校读高中，学杂生
活费用全免。”邓磊说，当时想都不敢想的事
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了。

如今 36 岁的邓磊已是一家国企的管理
者。据他介绍，当年选拔的 50 位“希望之星”，

如今有社科院教授、医院主治医师、知名企业
家等等。从希望工程收获的，“不只是物质上
的援助，更重要的是面对困境不屈服、不放弃
的精神，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勇气，和知恩图
报、自助助人的公益情怀。”邓磊说。

这亦是周玉梅所拥有的。1984 年出生的
她，因为贫困，曾多次面临辍学。“11 岁那年暑
假，因为交不起学费，我就去外面餐厅洗碗挣
钱。”她说，“开学后学校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回
去，说有人想要资助我，是广东顺德的一位企
业家。我当时很感动，回到学校更珍惜读书的
日子。”然而，她依然需要每天放学后去山里
捡柴火、拔药草，拿到市场上卖，勉强维持
生活。

上中学后，由于家庭困难，她又一次面临
辍学。“当时一家五口人，就挤在茅草屋里，我
也不好意思和家人提学费的事。”

这一次，她又得到了好心人帮助：一位来
自江苏无锡的公务员决定资助她，寄来 400
元。“我不认识他，就给他写信，说我一定会好
好读书，将来报答他。他回信说希望我好好学
习，将来有能力了也去帮助别人。”周玉梅说。

“他对我影响很大，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自己
也开始做起了公益。”

2002 年，周玉梅读完高中后独自一人去
上海打工。经历了工地搬砖、仓库看货后，周
玉梅最终在一家塑胶制品公司落了脚。从一
线的操作工到公司副总，这个过程她只用了
八年。

工作之余，她一有时间就召集大家参加
公益活动。利用周末，她还经常把上海的好心
人带到金寨帮助当地的孩子，让他们结成帮
扶对子。

2007 年，在一个金寨的校友 QQ 群里，
大家发起倡议为家乡的孩子们捐款。23 岁的
周玉梅也捐出了人生第一笔助学金：200 元。

2015 年，她放弃在上海的高薪工作，毅
然回到家乡金寨，加入安徽首家希望公益服
务中心，如今她的团队已帮扶数千名家庭困
难的孩子，自己还收养了一名女童。“小时
候，我常常坐在山头望着远方，想着哪一天
能走出去。现在走出去了，我却又回来了。”
她说。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官方网站显示，
截至 2019 年 9 月，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
款 152 . 29 亿元，资助家庭困难学生 599 . 42
万名，援建希望小学 20195 所。

让希望的巨浪不断增长

【希望工程更像是一场广泛、持久、深入

的公益意识启蒙，格桑花西部助学组织、苏明

娟助学基金……更多社会公益力量向教育乃

至更多领域聚集】

“把希望工程作为余生的生命工程”，这
是退休教师周火生到访金寨县希望小学后在
日记里写下的话，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周火生
先后百次来到金寨县希望小学，对这里的学
生进行帮扶，还带动了一批爱心人士加入。

“希望之火”，30 年生生不息。
从捐钱捐物建学校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

“能上学”，到为乡村教师提供培训帮助孩子
“上好学”，再到通过素质教育让孩子们“学得
好”，伴随传统慈善向现代公益的理念转变，

公益也开始从“捐赠”走向“赋能”。
从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战略任

务，到向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
“两免一补”，再到脱贫攻坚中保障义务教育
在内的“三不愁两保障”……中国的教育政策
不断完善，教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国家全面实施“两
免一补”政策后，希望工程将资助对象扩大
到高中（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
将“救助”模式拓展为“救助-发展”模式。党
的十九大以来，希望工程聚焦教育扶贫，积
极参与脱贫攻坚，开展“希望工程助力脱贫
攻坚 10 万+行动”，将“三区三州”等重点扶
贫地区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作为主要
资助对象。

“希望工程实施之初解决的是家庭非常
困难的孩子入学问题，在经济不发达的年代
弥补了政府教育经费不足的困境。现在，随着

政府教育投入的不断加强以及越来越多的
社会力量加入，受捐助学生的范围早已不
断扩大，帮扶政策也越来越普惠。”金寨县
希望小学现任校长江淮说。

在苏明娟、周玉梅等人看来，希望工程
更像是一场广泛、持久、深入的公益意识启
蒙。格桑花西部助学组织、苏明娟助学基
金、昆山市周火生希望工程志愿者协会、星
创公益基金会……更多社会公益力量向教
育乃至更多领域聚集。

聚沙成塔，积水成海。2019 年，教育部
宣布，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
教 育 体 系 ，高 等 教 育 毛 入 学 率 达 到
48 . 1%，高等教育即将进入普及化阶段，这
意味着将有一半以上适龄青年可以接受高
等教育。在此背景下，新时代的希望工程如
何转型，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助力，是投身教
育公益事业的人们共同思考的问题。

不久前，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执行
理事长蒲宏昌再一次来到金寨县希望小
学，这个四川人自打一年前接触了公益，便
成了大别山的老朋友。他和校长江淮谈了
很久，计划再挑选几个品学兼优但家庭困
难的孩子参加第二批北京夏令营。上一批
留守儿童在北京逛了故宫、吃了烤鸭，也看
到了山外的世界，“而这一次我们想让陪伴
更持久一点。”

如今，在一所所希望小学里，孩子们已
经有了通过学习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而
蒲宏昌等公益者也同时期待，孩子们有追
求自我、实现梦想的可能，每个孩子都能享
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今年二年级的杨子涵坐在金寨县希望
小学明亮的教室里，目不转睛地看着课堂
上播放的动画视频。刚刚结束网课复学的
他，还在适应重返课堂的感觉，让他高兴的
是，又可以和同学们一起奔跑在操场上。他
期待，书法、象棋等各种兴趣课程能尽快
恢复。

“小时候我去得最远的地方是县城，但
现在学生的活动版图被大大扩展了，山里
的孩子也有去过上海、北京的，还和城里的
孩子一样有研学活动。”在金寨县希望小学
毕业后又重返这里任教的徐俊峰，看着母
校有了美术、音乐、体育、计算机等功能室，
还组建了书法、美术、葫芦丝、摄影、足球、
篮球等兴趣小组，并随着校园网络全覆盖、
“班班通”全覆盖，一步步成长为现代化的
智慧校园。

“随着软硬件跟进，希望小学发展将与
城市学校并无二致。”金寨县希望小学校园
一隅，有一方希望工程的雕塑，蓝色的心形
海浪托起一轮红色太阳。校长江淮相信，太
阳照耀之下，希望的巨浪会持续增长。

希望小学今“而立”
写在中国首个希望小学的 30 岁生日

拼版照片：左图为 1991 年 4 月“大眼睛”苏明娟在
金寨县张湾小学课堂上认真听课。

新华社发（解海龙摄）

右图为 5 月 15 日，苏明娟在位于安徽合肥的中国工商
银行安徽分行办公室内工作。

本报记者韩晓雨摄

拼版照片：上图为 1994 年拍摄的安徽省金寨县希望
小学全貌。 资料照片

下图为 2019 年 9 月 3 日拍摄的金寨县希望小学（无人机
照片）。

本报记者张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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