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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副教授因北师大副教授因““发传单发传单””推荐网课走红推荐网课走红

他从酒店员工成为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从酒店员工成为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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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借书发现大学生借书发现6767年前书签年前书签

竞技遇瓶颈，开启直播新尝试
战鹰的名字源于飞行员

父亲，寄托了父母对她的期望
与祝福。多年后，这个自带流
量的名字帮助她在直播领域
风生水起。截至 2023 年 6 月
25日，战鹰在B站的粉丝数超
过 118 万，她从一个普通棋手
一跃成为顶流主播。

2020 年 4 月，在竞技比赛
中遭遇瓶颈的战鹰接受了一
项围棋赛事直播邀请。当时，
围棋直播还是一片空白，战鹰
觉 得 这 是 个 可 以 尝 试 的 机
会。筹划一个月后，她以试水
的心态开始了第一次直播。

围棋直播，不同于其他运
动项目，一盘棋往往要耗费几
个小时。每次直播前，战鹰都
会精心准备，设定基本框架，
聊这盘棋背后的故事。刚开
始，战鹰的直播内容以技术讲
解为主，同时也会录制围棋入
门小课堂视频，帮助初学者入
门。然而，在录制到第4课时，
她收到反馈：前 3 课的内容大
部分粉丝都没听懂。这让她
意识到，粉丝群体中真正懂围
棋的人并不多。

于是，战鹰开始调整自己
的直播思路。她发现，虽然很
多粉丝并不太懂围棋，却很喜
欢听她讲棋界的小故事。于
是，她在讲棋的同时，也开始
注重趣味性和科普性，用更直
观的方式给大家呈现数据，让
大家能够更好地理解棋局。

在直播间，战鹰古灵精
怪，又唱又跳，因而诞生了许
多经典场面，吸引了大量观
众。2022年12月，战鹰在B站
直播间达成了“1000舰成就”，
在“名人堂千人舰队”中排名
第7。

评论太真实，现实太窘迫
细数中国围棋界 2022 年

大事记，“战鹰破防”不得不提。
起因是一盘让子棋，战鹰在围棋
吧遭遇口诛笔伐。后来一次直
播中，战鹰被怂恿去贴吧看网友
对她的评价，原本自信满满的她
最终还是没能扛下来。

一条短短两行字的评论，
直击战鹰内心：“战鹰直播怎
么了，她靠下棋又挣不到钱，
只能靠直播，不然还让人家怎
么生活。”

面对这样一条评论，战鹰

呆怔半晌后开始抽泣，然后捂
着脸哭了起来。“那条评论，它
就是太真实了，让我瞬间从一
个当事人本来还算迷糊的状
态变成旁观者的角色去看。”

这条评论让她清晰地认
识到：努力了 20 多年，却仍然
处在一个窘迫的境地。在北
京租房、生活、交学费、养活自
己，这一切都让她感到压力巨
大。6岁学棋、8年定段，从小
感受竞争残酷的战鹰并未选
择放弃，她咬牙坚持了下来。

她慢慢地与自己和解，用
一种更豁达的心态去面对这
一切。直播火了后，她的训练
时间少了很多，对待胜负的态
度也不再纠结，“别人每天都
在训练，付出当然会有回报，
下不过人家也正常。”放下胜
负观后，战鹰说愈发能感受到
围棋在竞技之外带来的快乐，
这也算是意外之喜。

4个月涨粉近百万，影响
力不逊柯洁

自 2022年 10月至 2023年
2月，短短 4个月，战鹰的账号
涨粉近百万。对此，战鹰坦言
自己并不懂所谓的“流量密

码”，只是单纯地享受在直播
间与大家分享围棋的乐趣。

走红之后，战鹰的生活有
了很大变化，日程也排得满满
的。2023年5月中旬铜仁女子
围甲联赛期间，战鹰受邀直
播。每天赛后，战鹰会拉着好
友作客直播间，4个比赛日，直
播总观看人数超过100万。

如今，战鹰的影响力已不
逊 于 围 棋 界 的 顶 流 棋 手 柯
洁。尽管在粉丝数量上或许
稍逊一筹，但她的直播影响力
却不容忽视。对于这样的比
较，战鹰谦虚地表示，自己与
柯洁在围棋成就和知名度上
都无法相提并论。她认为，柯
洁是中国围棋的榜样，而自己
则更多地扮演着围棋推广者
的角色。

对于未来，即将30岁的战
鹰表示自己虽然已不再年轻，
但依然会坚持在围棋这条路
上走下去。她相信，只要心中
有爱，有对围棋的热爱与执
着，就一定能够走得更远。
（摘自《新京报》孙海光/文）

战鹰，围棋职业二段，B站（哔哩哔哩）顶流主播，柯洁之后又一位“破圈”的职业围棋选
手。从职业棋手到顶流主播，有人说战鹰8年定段不如一朝破防，也有人说她懂“流量密
码”，甚至连名字都自带流量。但战鹰说她真不懂，直播走红纯粹是误打误撞。

范十三，从酒店员工到
“剑术大师”，仅用 3 年时间。
他苦练刀剑，抽刀回鞘万次，
练就绝技；更用科技还原武侠
动作，挑战吉尼斯，成为两项
用 时 最 短 的 世 界 纪 录 保 持
者。他用行动，将武侠情怀照
进现实，成为一代人心中的侠
客典范。
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武侠梦

2024 年 1 月，范十三再次
荣获B站百大UP主殊荣。两
度问鼎“百大”，他并未沾沾自
喜，反而更加斗志昂扬，立志
将内容做到极致。

起初，范十三在一家酒店
打杂。疫情困境下，酒店鼓励
员工通过短视频打开线上推
广渠道。在此契机下，范十三
开始自学内容运营和直播运
营，尝试拍摄短视频。他的第
一个作品是化身剑客，一剑斩
灭两米之外的蜡烛，短短 9 秒
的视频意外地登上热门榜，收
获20多万播放量。自此，范十
三踏上了短视频创作之路。

范十三的短视频以还原

经典影视、动漫中的武侠招式
为主，很快在 B 站走红，视频
播放量突破百万。虽然一直
在做武侠视频，范十三却曾一
度迷茫，没有找到做它的意
义。直到看到粉丝留言说：

“我们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
你替我们做了。”他才明白，每
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武侠梦，原
来 自 己 替 大 家 实 现 了 武 侠
梦。粉丝的留言让他找到了
做武侠视频的意义，也让他更
加坚定了自己的创作方向。

如今，范十三已经成为 B
站的知名 UP 主，他的武侠梦
也在短视频的世界里得到了
实现。
拿下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走红后，范十三收到了许
多朋友关于挑战吉尼斯世界
纪录的建议。然而，高昂的认
证费用一度让他却步。幸运
的是，天津电视台邀请他参加
节目，并同意邀请认证官到现
场，为他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挑战过程中，范十三遇到
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中国

没有此类刀剑类挑战纪录，主办
方要求他参考日本出刀方式。
范十三对此坚决反对，经过长时
间沟通，主办方最终妥协。

为了挑战成功，范十三付
出了巨大的努力。他每天坚
持高强度的挥刀训练，半个多
月斩断 17000多张A4纸，多次
因力度太大弄断木刀，戳伤左
手，甚至需要手术取出木刀。
尽管如此，他依然坚持训练，
不断提升自己的速度和技巧。

终于，2021 年底，范十三
成功打破了连续斩断 10 张纸
回刀入鞘用时最短、木刀空中
断纸用时最短两项吉尼斯世界
纪录，他的努力得到了认可。

范十三对武侠梦的执着
追求不仅体现在挑战吉尼斯
世界纪录上，更体现在他对每
一 个 拍 摄 细 节 的 严 格 把 控
上。他坚持实景拍摄，用真实
的东西去诠释那些虚无的武
侠世界，打破次元壁，将梦想
与现实完美融合。他的努力
和才华让更多人看到了武侠
梦的魅力，也让更多人对他充

满了敬佩和期待。
不想失约，会继续拍下去

就像武侠高手修炼遭遇
内力“反噬”一样，范十三也难
免“反噬”之苦。尽管吉尼斯
挑战后范十三因心律失常多
次昏厥，甚至面临生命危险，
但他依然决定继续拍摄武侠
视频。休养大半年后，他尝试
重拾刀剑，最终在粉丝留言和
内心武侠梦的触动下，决定重
返拍摄之路。

家人担心范十三的身体，
父亲主动提出帮忙拍摄视频，
成为他的御用摄影师。范十
三与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了
自己的拍摄团队，共同打造武
侠内容。团队成员各自发挥
所长，共同成就精彩作品。

范十三表示，只要身体状
况允许，他会继续拍摄更多优
质内容，并计划拍摄一部与武
侠相关的微电影。他感慨道，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一切都似
乎 很 巧 合 地 成 就 了 现 在 的
他。 （摘自《北京青年报》王
静/文）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副教
授陈志新因在教室发放传单，
宣传其在 B 站（哔哩哔哩）上
免费开设的《社会科学概论》
网课而受到舆论关注。

传单显示，课程名称为“社
会科学概论”，课程是“免费的、
没有学分、没有作业、没有问
答、没有考试、想来就来、想去
就去”，“总共 21讲，社会科学
26个学科”。除了课程网址，传
单上还附有个人联系方式。

一名北京师范大学的同

学向记者表示，在刚收到“传
单”时，很多同学都以为是在
推销某种普通的商品，“我当
时正在教室上自习，陈老师走
过来的时候很安静，估计是怕
打扰到我，把‘传单’递给我之
后就离开了。”这位同学谈到，
在发现“传单”内容是学校老
师在推荐课程后，同学们都觉
得不可思议，“觉得这是一位
很认真负责、很真诚的老师。”

记者在陈老师的视频账
号上发现，从3月24日开始，4

天时间，陈老师一共发布了38
条网课视频，截至 3月 31日下
午 2 时，他的账号已经拥有
138万名粉丝，最多时有超过1
万人在线听课。

记者在北京师范大学官
网发现，陈志新老师系北京师
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信息资
源管理系副教授。据陈志新
本人介绍，由于学校的教务系
统没有排上自己的课，才选择
直接到同学中推荐，让更多人
能接触《社会科学概论》这门

学科。
陈志新

老 师 表 示 ，
“虽 然 这 不
是我的本专
业 ，学 校 也
没有这个专业，但我对这方面
的兴趣比较浓厚，希望可以和
同学们交流学习”。面对网络
上越来越多同学的关注，陈老
师说，“很感谢大家的喜欢，我
一定积极争取开成这门课。”

（综合封面新闻、澎湃新闻）

日前，在浙大校内
论坛上，有学生发帖称
自己在图书馆借书时意
外发现了这张写于 1957
年的书签。书签被夹在
1956 年第二版《固体物
理导论》英文书中，上面
竖排工整地写着“赠给
好友周净秋”这几个小
字。书签另一面，则绘
有树叶、水草和河虾等景物，十分
生动可爱。不少网友表示，这份纯
真年代的情谊打动了他们，一枚跨
越时空的书签不仅见证着一段难
得的友情，更是知识与学科的奇妙
传承。

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浙大辗
转多方联系上了周净秋亲属、同
学。据悉，周净秋于 1954 年秋考
入萧山县第二初级中学，是该校独
立建校后的第一批学生。周净秋
和赠予书签的俞子孝，同属丙班。
据班里的同学董校昌回忆，这枚书
签其实是“贺年片”——到了春节，

关系比较好的同学间会
写“签”互赠贺年。1957
年2月20日，时值正月廿
一，俞子孝将这枚“贺年
片”赠与周净秋，才有了
如今这段跨越时空“寻
人”的佳话。

1960 年，周净秋考
入浙江大学物理系。毕
业后，周净秋分配至萧山

县第六初级中学担任物理老师，自
此开始了教书育人的工作，直至
1998年退休。

他的女儿周艳回忆，父亲淡泊
名利：“他喜欢钻研半导体收音机、
电视机。有电子开关厂要聘他做
顾问，作为副业赚钱，他不感兴趣，
只说可以去帮忙指导技术。”2014
年，周净秋去世。而他的家人感念
书签已在浙大珍藏多年，便提出将
这枚书签捐赠给学校，留与更多师
生校友作为纪念，激励更多青年学
生笃学明志。

（据中新社3.27讯）

如 果 你 离 职
了 你 会 想 做 些
啥？有些小伙伴
可能会说会赶紧
把工作群都退了，
给自己安排一次
放飞式旅游；或者
是在家躺平一段
时间，再回职场大
干一场。不管如
何，离职后大部分
人都不会再和“前
东家”有联系了，
不 过 也 有 例 外 。
最近话题#离职员
工给前公司寄了
头猪#冲上热搜，
这究竟是怎么回
事呢？

近日，深圳一
离职员工寄赠上百条腊
肉给前公司，公司瞬间
变猪肉铺，上百员工围
着挑选腊肉。

据悉，该员工在职
期间，丈夫意外烧伤，就
在家庭重大变故之际，
得到公司爱心基金的帮
助并渡过了难关。员工
很感动，表示这不仅仅
是经济上的帮助，更是
一种精神上的鼓励。

离职后，她宰了一
头自家的猪并亲手制作
成腊肉，寄到公司表示
感谢。她怕自己腌制不
好，还请了姐姐一起帮
忙。

公司将收到的腊肉
分发给了员工，大家纷
纷表示非常好吃。还有
员工在社交平台“夸夸”
自家企业，称公司的社
会责任感超强，爱心基
金也帮助了很多员工。
企业爱惜员工、员工感
激企业，这样的双向奔
赴太暖了。（综合《南方
日报》《深圳商报》）

“医生护士，请你
们帮我劝劝我妈，她都
要把自己饿死了。”近
日，浙江绍兴市人民医
院胃肠外科接到一位
患者女儿的求助，说自
己妈妈竟然差点被活
活“饿死”。

据了解，患者徐阿
姨（化名）半年前在胃
肠外科做了胃癌手术，
手术非常成功，徐阿姨
经历了围手术期，又熬
过了艰难的化疗周期，
本来慢慢调养和定期
复查，完全就可以正常
生活了。

结果，徐阿姨不知
在哪里听说癌细胞生
长需要营养，如果吃得
太好，营养会被癌细胞
吸收，加快肿瘤生长甚
至导致复发，所以她什
么也不敢多吃，营养好
的甚至直接不吃，每天只吃
一点点饭和蔬菜，想“饿死”
肿瘤。

徐阿姨的女儿在外地工
作，也没有注意到徐阿姨的
反常，最近放假回家，看到徐
阿姨瘦得不成样子，了解情
况后，她赶紧将徐阿姨送到
医院，并求助医护人员。

徐阿姨住进胃肠外科
病房的时候，体重从原来的
65公斤降到了43公斤，BMI
指数竟然只有16.3。

主诊医师吕杰青用诙
谐幽默的语言教育徐阿姨，

“我临床干了几十年了，竟
然有这种事情，癌细胞竟然
是靠饿死？相反，你吃得
好，营养足，能改善体质，增
强免疫力，才对肿瘤治疗有
益。”徐阿姨听得频频点头，
表示以后一定会听医护人
员的话，而不是盲目地偏听
偏信。

（据越牛新闻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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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个红肉苹果卖了个红肉苹果卖了16001600万元万元
3 月 25 日，山东泰安，山东农

业大学举行“幸福美满”4个红肉苹
果新品种的苗木繁育经营权及苹
果酒加工技术转让签约仪式，河北
一公司以1600万元获得经营权。

“幸福美满”皆为红肉苹果，
“幸红”“福红”和“美红”为鲜食品
种，“满红”为加工专用品种。

“这是难得的好品种。”中国工
程院院士、果树学专家束怀瑞如此
评价“幸福美满”红肉苹果新品种，

“红肉苹果在国际上也很少见，而
‘幸福美满’品种实现了一系列新
突破，还富含花青苷和维生素 C，
有很大的推广潜力。”

如何让苹果更红、更好吃、更
好卖？经过近 20 年潜心研究，陈
学森团队才找到答案。

2005年 8月，陈学森带领博士
生冯涛及团队成员到伊犁野果林
实地考察。“新疆野苹果中的红肉

苹 果 ，果 肉
的红色很新
奇 ，香 味 也
独特。”

陈学森心想：“国内特色多样化品
种严重不足，能不能把新疆红肉苹果
和肉质鲜脆的‘红富士’苹果杂交，创
建新红肉种质？”

很快，陈学森和团队成员把采
集回来的新疆红肉苹果花粉与“红富
士”苹果品种杂交，进行播种培育。

2019 年，该团队成功选育出
“幸福美满”4个红肉苹果新品种，获
得植物新品种权，填补了国内红肉
苹果品种的空白，相关技术成果获
2020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和
2023年度全国创新争先奖。今后，
红肉苹果将在东北地区集聚转化，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相信不久之
后，红肉苹果也会走入千家万户。

（据九派新闻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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