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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风险预警机制 筑牢通道安全运营基石
高超

重庆理工大学大中小思政一体化研学
实践团（以下简称“研学实践团”）在綦江等
地开展科学文化理论普及和科学家精神宣
讲活动。此次活动旨在通过跨学段的交流
互动，促进科学文化理论的普及与深化，让
科技报国的梦想在中小学生中生根发芽。

创新宣传方式
开拓科学家精神宣讲“新形式”

研学实践团利用院坝会、红色故事
会，采用理论宣讲、情景展演的形式，向中
小学生讲述科学家精神的时代内涵和典
型事迹。在通惠小学的“红色故事会”现
场，实践团成员通过情景展演的形式，讲
述科学家的感人故事，讲述各个历史时期
科学家面对艰难的环境进行科学报国的
心路历程，并通过具体案例，讲述科技改
变生活中蕴藏的智慧创新。

在讲述袁隆平院士的事迹和精神品
质时，实践团精心编排话剧《跨越百年的
禾下乘凉梦》，演绎“中国十七世纪工艺
百科全书”《天工开物》的作者——明朝
科学家宋应星与袁隆平跨时空对话的情
景，阐释了科学家们追求真理、严谨治学
的求实精神和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
人精神。以学生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将
科学家的事迹、精神进行推广，让中小学
生乐于接受、欣然接受。

打造融合课程
形成各学段教育资源“新合力”

活动期间，研学实践团组织中小学

生开展了“科学家课堂”，依托该校
“CS4C”计算思维团队、网络安全攻防
实验室团队、智能机器人实验室团队的
创新成果，将深奥的计算机科学原理结
合我国“十四五”规划和远景发展目标，
通过讲述、展示的形式，激发中小学生对
科学家精神的认同，进而促使他们将个
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结合，做好学业和
职业生涯规划。

研学实践团通过“大手牵小手”，进
一步打造与本土“课程思政”内容相结合
的“融合课程”。课堂上，研学实践团成
员结合专业背景，以“AI技术与未来的
学习”为切入点，以电话手表、门禁系统、

网页搜索引擎等为例，将计算机知识在
生活中的应用进行展示。此外，研学实
践团还组织开展计算思维游戏，让中小
学生们在实践体验中收获快乐，学习科
学知识。

厚植爱国情怀
凝聚科技报国“新力量”

参加本次暑期“三下乡”的研学实践
团成员，通过巡演话剧《红色的岩》《邓稼
先》等，架起大、中、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桥梁。成员们走进綦江区通惠小学、
万盛经开区青少年宫，邀请当地中小学

生参与扮演，将思政教育融入艺术表演
中，为中小学生们呈现了一堂生动的“大
思政课”。

据了解，展演的相关剧目均由该校
师生创作。该创作团队历经一年，进行
党史人物寻访、创作、打磨和排演，以红
岩烈士余祖胜、“两弹元勋”邓稼先、“兵
工国宝”李承干为原型，展现先辈们胸怀
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淡泊名利、
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
学的育人精神。通过开展话剧巡演、讲
故事等实践活动，让中小学生深刻领悟
到了科学家精神的真正内涵，在青少年
的心中埋下“科学种子”。

重庆理工大学：弘扬科学家精神 播撒科学种子
王南甫

▲研学实践团成员演绎话剧《跨越百
年的禾下乘凉梦》。

◀研学实践团成员向小学生普及计算
机知识。 颜晴 摄

近年来，国际环境的不稳定性与不
确定性日益加剧，对全球重要基础设施
项目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连
接中国西部与世界市场的战略通道，西
部陆海新通道多式联运除受沿线各国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影响外，还受到
政治经济、贸易政策、法律法规等因素
影响。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稳定运营、安全
运行对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及维护
多国共同利益至关重要。今年4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期间强调：“物
流是实体经济的‘筋络’。建设西部陆
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
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
有重要意义。”构建一套科学高效的国
际环境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确保西部
陆海新通道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
能够有效抵御风险，提升通道发展韧性
和安全性，显得尤为急迫和至关重要。

构建多元风险评估体系
加强地缘政治风险防控

西部陆海新通道作为连接中国
西部与东南亚、欧亚大陆的物流大动
脉，不仅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还
加强了123个国家和地区的514个港
口互联互通。然而，国际地缘政治的
不稳定因素，如局部冲突、政权更迭
等，不仅影响跨国企业、运营平台和

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营，还会对通道班
列的运行造成直接冲击，导致物流延
迟、成本增加甚至运输中断。鉴于
此，构建一套多元化多层次的风险评
估体系，采用系统化方法有效识别、
评估、管理、防控地缘政治风险，是当
务之急。

一是构建一套涵盖通道沿线国家
的政治稳定、政府效能、法治环境、国际
关系紧张程度等关键指标的多元风险
识别与评估体系，通过量化分析，对地
缘政治格局的动荡、重塑以及新秩序的
发展进行效应分层测算，提高识别潜在
政治风险的精准度，为通道运营提供预
警数据支持。

二是建立动态监测机制，整合国际
情报、新闻媒体、社交媒体等信息源，确
保对地缘政治事件的实时捕捉，提前预
判可能对通道安全构成威胁的事件。

三是外引内培咨询智库团队，定期
对沿线国家的政治局势进行深度剖析，
为决策层提供及时、专业的分析报告，
帮助决策者有效预防和应对潜在风险
的爆发，确保西部陆海新通道在复杂多
变的国际环境中能够平稳运行，保障区
域经济的稳定发展。

建立快速联动响应机制
降低市场环境波动影响

应对全球市场环境频繁波动对西

部陆海新通道供应链和物流链的冲击，
应建立具有前瞻性、协同性的快速响应
机制，确保通道运营平稳与安全。

一是构建跨部门、跨区域的具备高
度灵活性与决策能力的危机管理小组，
一旦监测到地缘政治风险信号，能够迅
速启动应急预案，通过调动多方资源，
灵活调整物流路线与运输计划，以最小
化突发事件对通道运营的影响，避免物
流延误和经济损失。

二是加强与沿线国家政府部门、港
口运营商、铁路管理局等关键机构的紧
密沟通与协作，建立信息共享平台，确
保在地缘政治危机时刻能够第一时间
获取准确、全面的信息，为决策提供有
力支撑，确保通道运营的高效与安全。

三是加强与国际保险公司合作，为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运营主体量身定制
地缘政治风险保险产品，通过金融工具
对冲部分风险，确保在遭遇突发政治事
件时，通道的财务稳定性不受重大冲
击，保障运营主体的经济安全，维持通
道的正常运作。

构筑通道投资预警系统
稳定企业预期增强信心

为了确保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稳定
运营，并增强投资者及合作伙伴的信
心，构建一个高效、智能的投资预警系
统显得至关重要。这一系统的核心功

能在于运用先进的大数据分析技术和
智能算法，持续监控全球地缘政治的发
展动态，关注对通道物流、供应链产生
负面影响的事件，通过数据分析、指标
测算、风险管理、投资建议等向企业及
时传达预期信息。

一是通过对数据的深度挖掘和模
式识别，提前预测潜在风险，生成预警
报告，为决策层提供充足的时间窗口，
以便采取预防措施，降低风险对通道运
营的冲击。

二是定期组织投资者交流会议，邀
请地缘政治领域的专家进行深度解析，
分享最新的风险防控策略和趋势预测，
增强投资者对通道发展前景的透明认
知，加深他们对通道运营团队风险管控
能力的信任。

三是开发并推广一款智能预警应
用程序，能够将地缘政治风险评估的实
时更新推送到所有相关利益方的移动
设备上，确保无论是政府机构、企业还
是个人投资者，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到
关键信息，从而做出快速反应，减少因
信息滞后而导致的决策失误，最大限度
地降低不确定性对投资回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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