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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吃货节在沪举行
9月17日，人们在江南吃货节活

动现场选购食品。
9 月 17 日，阔别三年的江南吃

货节在上海锦江乐园举行。此次
江南吃货节集聚美食 150 余种，22
家美食单位参展，旨在促进长三角
文旅融合发展，赋能消费复苏，助
推经济发展。

新华社记者王翔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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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昱的诗词文化素养，离不开爷爷的
指导。

走进李斯昱家中，书法作品随处可见，浓
厚的书香为李斯昱营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据了解，李斯昱的爷爷喜欢朗诵和阅读，经常
在家中诵读经典诗词，这种热爱也影响了孙子
的成长，小小的李斯昱对传统文化充满兴趣。
李斯昱 2岁的时候，爷爷就开始教他读《滕王阁
序》和《岳阳楼记》等经典作品。诵读过程中，
爷爷发现不识字的李斯昱竟可以把古诗背出
来，为培养李斯昱的兴趣，他还会对孙子疑惑
的地方进行解释。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爷爷在抖音上刷到大
唐不夜城的对诗节目，决定带孙子去挑战，结果
李斯昱准确无误地对出近百个诗句，一下子火
遍网络，许多网友赞其“神童”。对此，李爷爷
说：“我孙子并不是神童，而是对中华传统文化
的喜爱，也许他还没理解诗词中的意思，但潜移
默化中会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体会到
民族的自豪，这是一种文化传承。”

由于父母工作繁忙，李斯昱大多时候由

爷爷照顾，爷爷经常在睡觉前为李斯昱讲诗
词故事，这也让李斯昱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
与期待。

李斯昱学习古诗词的方法与其他小孩不
同，他喜欢通过故事的形式理解古诗里的内容，
李爷爷回忆说：“有一次，学完荆轲刺秦王的故
事，孙子拿出毛巾做道具，表演起了荆轲。”这种
生动形象的学习方式不仅激发了李斯昱的学习
兴趣，还锻炼了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李爷爷希望孙子能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学
习古诗词，同时还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传统文
化的熏陶。

谈到李斯昱的未来，李爷爷分享了自己的
计划，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未来准备带着孙子学
习更多的诗词，但同时也要留给孙子自己发展
爱好的时间。

李爷爷说：“孩子有自己的爱好，要留给他
空间去寻找、发展兴趣，现在的李斯昱，每天有
时间接触网络，看自己喜欢的节目，背一两首喜
欢的诗歌。”

（据《华商报》王斌 王凯 孙悦）

4岁萌娃能背上百首诗秘诀原来是……

爷爷喜欢古典文化
孙子耳濡目染背诗词

引导孩子保持好奇
学习氛围和想象力很重要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爷爷不会强迫孙子学习

“九一八”事变爆发 92周年之际，侵华日军
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最新发现的重要
史料——侵华日军军医将校名簿。

该史料是由黑龙江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
日本学者松野诚也于今年 7月在日本国立公文
书馆发现的。这份史料名为《将校名簿 现役将
官》《将校名簿 现役军医》，其中记载了731部队
军医的基本信息，及 1944年以后其所属、调整、
复员等内容，涵盖了从中将到少尉等职务，包含

731部队同其他卫生部队的人员流转情况，证明
731部队与其他卫生部队有人员交流。

松野诚也介绍，这份史料有两册，既包括将
官、少将以上的日本高级将校，也有军医大佐、
少尉等。例如，731部队两任部队长石井四郎、
北野政次，何时成为军医少将、中将，何时工作
调动等情况，都被记载得很清楚。设在南京的
侵华日军1644部队将校名簿也被首次发现。

（据新华社 杨思琪 唐铁富）

继8月的土星之后，本月又有一颗行星要冲
日了。

天文科普专家介绍，作为目前已知距离太阳
最远的行星，也是看上去最暗的行星，海王星将
于19日冲日，前后的10多天中，如果天气晴好，
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借助天文望远镜，再辅以相应
的星图软件，有望观测到这颗蓝色的神秘星球。

1781年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用望远
镜发现了天王星，随后被人们所熟知，但它公转
轨道的理论参数却总与实际观测到的有一定偏
差，因此天文学家推测有一个未知的天体影响了
天王星的轨道，而且这个天体应该比天王星距离
更远。之后，英国天文学家亚当斯和法国天文学
家勒威耶独立计算出了海王星的轨道和质量。
德国天文学家伽勒在1846年9月23日首次观测
到海王星，当时它所在的位置与推算位置相差无
几。这一发现立即震惊了世界，海王星从此也得
到了一个响亮的称呼——“笔尖上的发现”。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
杨婧介绍，从地球上看到的海王星和天王星一
样，都呈蓝绿色，但海王星要更蓝一些。

在天文学中，当外行星和太阳的黄经相差
180度时，称为行星冲日。冲日是观测行星的良
机，是行星最接近地球、视直径最大、亮度最高的
时候。

“本次海王星冲日时，地球运行到海王星和太
阳之间，三者恰巧处在一条直线上，从地球上看，
太阳和海王星这两个天体遥遥相对，太阳落下，海
王星升起，整夜都可以观测海王星。”杨婧说。

海王星围绕太阳运行一周的时间大约是
165年。从 1846年被发现至今，它在轨道上只
走完一圈。由于距离地球非常遥远，海王星看
起来的亮度比较暗，即使在冲日期间，亮度也只
有 7.8等左右，肉眼根本看不见，必须使用天文
望远镜才有可能看到。

（据新华社 周润健）

19日海王星冲日
公众有望一窥这颗蓝色星球“真容”

侵华日军731部队军医名簿原始档案首次公布

近日，陕西咸阳四岁小男孩在大唐不夜城参加对诗词

活动的视频火了。4岁的小男孩面对上百首不同的诗词对

答如流，他惊人的记忆力引得网友赞叹。记者走进咸阳市

秦都区马庄街道办，采访了孩子的爷爷，了解了小“神童”背

诵古诗的秘诀。

记者18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
到，“天宫课堂”第四课定于9月21日15时45分
开课，神舟十六号航天员景海鹏、朱杨柱、桂海
潮将面向全国青少年进行太空科普授课。

据介绍，本次太空授课活动继续采取天地
互动方式进行。3名航天员将在轨展示介绍中
国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工作生活场景，演示球形
火焰实验、奇妙“乒乓球”实验、动量守恒实验以
及又见陀螺实验，并与地面课堂进行互动交流。

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承载着重要
的科普教育职能。空间站任务以来，神舟十三
号、神舟十四号乘组先后3次面向广大青少年开
展“天宫课堂”太空授课活动，社会反响热烈，为
我国科普教育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神舟十六号航天员诚邀广大青少年在地面
同步尝试开展相关实验，从天地实验差异中感
知宇宙奥秘、体验探索乐趣。

（据新华社 李国利 杨欣）

“天宫课堂”第四课即将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