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山县镇南中学

“党员送教小组”教出成效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陈才添、汪延煜报道：“要是没

有通山县镇南中学党员送教小组周国庆老师的精心辅导，
我这名刚入职的数学教师，哪能在全市数学优质课竞赛中
荣获一等奖。”9月19日，笔者在通山县大畈中学走访，陈
东等10余名教师提起通山县镇南中学党员送教小组的事
都纷纷点赞。

近年来，通山县建立教师常态化补员机制，为农村义务
教育学校补充了一大批新教师，但这些新入职教师有些只
有理论知识、没有实战经验，一时间教学水平参差不齐。为
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均衡发展，2018年，镇南中学开展党
员送教活动，为城乡教师的交流互动提供了互学平台。

据了解，3年来，该校的38名党员教师中，有87%的党
员教师参加了送教活动，送教内容有语文，数学、外语、音
乐、美术等科目，累计课时50余节，结对教师60余人。镇
南中学的送教活动沟通了城乡教师的感情，受益教师达
200余人。

太阳或曾有“孪生兄弟”，第九大行星与它有关

我们所在的太阳系中，太阳是唯一
的主角，绝大部分天体都围绕着太阳运
转。但如果说太阳其实不是“独生子”，
在其诞生之时很可能有一个“孪生兄
弟”，这个画面让人难以想象。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太阳系外围物
质的奇怪特征，让科学家推测，或许在很
久以前，太阳有一个“孪生兄弟”，这个

“兄弟”或许能帮助科学家寻找第九大行
星。

太阳系真的有个“兄弟”吗？科学家
根据哪些线索提出这一可能性？如果地
球真的拥有2个太阳，人类将会过着怎样
的生活？

双星不罕见，寻找失散的“孪生兄
弟”却很难

太阳诞生之初是一个双星系统？这
并非是什么奇特的事情。

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学院副教授张

曾华告诉记者，不止太阳如此，其实大多
数恒星都诞生于双星系统，而且质量越
大的恒星诞生于双星系统的概率越高。

“这是因为恒星的形成始于巨大的气体
云，气体云的收缩会形成很多有着不同
运动速度的恒星。经过数亿年，它们分
别流浪到星系的不同角落。如果两颗恒
星在诞生后运行距离较近，它们之间的
引力足够强，彼此相互俘获，就形成了双
星系统。”张曾华表示。

假如太阳真的诞生于双星系统，为
何如今看不到第二个太阳呢？张曾华解
释道：“当双星系统中两个伴星相对距离
越远，其引力结合能也就越弱，且在其长
期运行中，也越容易受到星系潮汐力以
及其他大质量天体的扰动而分离。”所以
即便太阳真的在50亿年前曾经有一个远
距离的伴星，也早已相忘于银河了。

张曾华表示，想要寻找太阳“孪生兄
弟”基本不可能，因为它很可能早已流浪

到银河系的某一个角落，而从质量、年龄
以及金属丰度等特征来看，银河系中与
太阳类似的恒星数不胜数，寻找太阳“孪
生兄弟”无异于大海捞针。

既然如此，为何科学家又能得出太
阳有个“孪生兄弟”这一推测呢？

在太阳系外围，科学家推测有着一
个黑暗、冰冷的云团包裹着太阳，被称为
奥尔特云（Oort Cloud），这里被称为彗
星的故乡。目前的太阳系形成模型很难
解释我们对奥尔特云内天体的观测结
果，这一未解之谜长期困扰着天文学家。

此次研究计算结果显示，如果太阳
一直是颗单星，那么奥尔特云中的天体
数目与观测结果有着显著的差距，但如
果太阳有一个相距1500天文单位（AU，
一个天文单位约为1.496亿千米）的等质
量伴星，模拟后奥尔特云中的天体数目
就与观测结果相匹配，这就给太阳曾经
存在一个“孪生兄弟”提供了强有力的间
接证据。

距离产生“美”，双星“威力”取决于
很多因素

在小说《三体》中，三星系统下生存
环境变得极为苛刻。双星系统也是如此
吗？“两个太阳”下的地球会怎样？是否
还有孕育生命的可能性？

张曾华表示，即便太阳真的诞生于
一个双星系统，也不会对我们造成多大
的影响。在此次研究中，研究人员推测
当时太阳伴星距离太阳1500AU，也就是
说它与地球的距离比地球到太阳的距离
还要远1500多倍，光辐射比太阳辐射弱
200多万倍，几乎不会对地球生物产生影
响。

如果我们穿越回到那个时代，在地

球的我们抬头仰望，这颗太阳“孪生兄
弟”的星视等接近-11等，几乎和每月初
九的月亮相当，即使在白天我们也可以
看到它，到了夜晚它便是星空中最耀眼
的“明星”。

当然并非任何双星系统对生命都会
如此温柔。张曾华表示，双星系统对于
行星宜居性的影响取决于很多因素，比
如双星之间的距离、伴星的光度以及辐
射活跃程度等。一般来讲，相对距离较
远的双星系统对于它们周围的宜居行星
及其行星上的生命形成不会产生较大的
影响。

当然，此次研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研究行星系统的新样本，同时也为
第九大行星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

长期以来，围绕太阳系“老九”的研
究与推测层出不穷。到目前为止，太阳
系是否拥有第九大行星仍然是个谜团。
第九大行星从何而来？一个主流的推测
便是被太阳系“捕获”的。假设太阳曾经
有颗等质量伴星，双星系统捕获第九大
行星的概率就会高很多，因为太阳和它
的“孪生兄弟”可以通过更加强大的引力

“捕获”靠近这两颗恒星之一的天体，这
也能够更好地解释奥尔特云的种种奇怪
特征。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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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年近七旬的咸安夫妇，丈夫金
开珠是退休教师，妻子王晚珍没有工作，
二人均患有多种疾病，常年靠药物维持
健康，如今还欠有十多万元的外债。“我
们想给3米长的十字绣找一个买家，还
清欠下的医疗费。”

18日，记者在咸安区十八小学旁的
一座老旧教师公寓见到了这对夫妇。老
旧昏暗的房间里，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
进门右手边的杂物间，窗户的玻璃破了
几个角，用透明的塑料布蒙着。

“这里是我们租的房子，汀泗桥老家
的房子是1962年的还建房，如今已基本
塌了，这些年一直四处租房子住。”金开
珠说。

1973年参加工作的金开珠，曾是咸
安区南门中学的教师，于2012年退休回
家。按理说，作为中学教师的他靠着退
休工资维持正常生活绰绰有余，一家人
的生活本应该其乐融融。但天不遂人
愿，十年前的金开珠被查出患有心脏病，
前后经历了两次心脏搭桥手术，几乎花
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两次心脏搭桥手术分别在2012年
和2019年，第一次花了30多万，第二次
花了58万。医保报销了一部分，自己还

要再出几十万。”妻子王晚珍表示，第二
次心脏搭桥手术时情况特别危急，在本地
医院治疗后，转到武汉同济住院一个多
月，医院还一度下发了病危通知书，虽然
顺利挺过来了，但如今身体也不够好。“他
早上还因为头疼在永安医院打针。”

记者看到，在金开珠的双腿和胸膛

上，还留有三条蜿蜒扭曲的褐色伤疤，是
两次手术中所遗留下来的。他的黑色布
背包中，更是随身携带着满满一背包花
花绿绿的各色药物。

如今的金开珠，不仅需要每天按时
服用六七种药物，一旦走路过急，爬楼梯
过快等，就会喘不上气，心脏不舒服。不

仅如此，今年68岁的妻子王晚珍的身体
也不够乐观，患有严重三高的她容易头
晕，需要每天按时测量血压，吃药更是如
同家常便饭。

“我们身体不好，只能在工厂给人看
门，但厂里效益不好，上了5个月的班才
发了一个月的工资。”王晚珍表示，如今
二人仅靠丈夫的退休工资生活，但每个
月吃药、打针、住院等都是不菲的开销，
凭借现在的情况，欠着他人的钱不知什
么时候才能还上。“去年还了5万，如今
还欠10多万，实在是没有办法，这才想
着把十字绣卖掉。”

据金开珠介绍，这幅《幸福万年长》
十字绣长达3米，高达2米，由老伴王晚
珍手工绣制而成。本有一位老板想以15
万元的价格收购，但因为自己和老伴的
身体原因，十字绣花了三年多时间才绣
好，老板等不了那么久另寻他人购买了，
所以十字绣至今还没有卖出去。

“我们不吃不喝也想把借来的救命
钱还给别人，不然死了也觉得对不住
人。”金开珠夫妇表示，他们一共有两幅
十字绣，除了《幸福万年长》，还有一幅稍
小的，不求别的，只求能够换得一些收
入，将欠别人的钱给还了。

咸安退休教师夫妇三年绣3米十字绣还债

“我们不吃不喝也要还上救命钱”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湖北科技学院

开展计生家庭帮扶骨干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孔祥娜报道：9月10日上午9点，在赤

壁市浦纺工业园区六米桥社区，市计生协邀请湖北科技学
院教育学院应用心理学专业老师为计生特殊家庭帮扶工作
业务骨干做专业培训。

为推进我市计生特殊家庭帮扶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湖
科老师张碧云从心理学专业的角度，为参会人员培训计生
特殊家庭心理抚慰和心理疏导技能，并强调了帮扶工作中
应特别注意的伦理问题，例如为计生特殊家庭保密，尊重其
个人隐私，不随意公布活动照片等。

张碧云老师是该校“关爱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志愿服
务队”的骨干教师，自2015年起参与该项工作，累积了丰
富的工作经验。志愿者团队主要由该校应用心理学专业教
师及教育学院学生志愿者组成，部分医学院教师也参与其
中，为咸宁市计生特殊家庭提供专业的帮扶工作。目前，志
愿者团队的工作已经受到中国福利基金会、咸宁市卫计
委、咸安区卫生局的资助和支持，并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广
泛影响。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组织支教扶贫活动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通讯员程思慧报道：近日，咸宁

职业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们联合咸宁义工协会，来到
通城县马港镇潭下村小学，为276名孩子开展支教扶贫活
动，让这所山区小学充溢着温暖。

活动一开始，咸宁义工协会组织专业人员进行了交通
安全教育、防溺水安全教育、防疫安全教育，生动仔细地让
同学们理解安全的重要性，学会保护自己。在安全教育结
束之后，职院教师们还为贫困学生送上了书包和文体用具，
鼓励贫困学子克服困难，努力学习。

当日，外教Scott给谭下村小学的学生带来了一节别
开生面的外教课，孩子们一下就点燃了英语学习的兴趣。
课程末尾，Scott通过念英文绕口令帮助这些学生区分部
分单词的发音，并且鼓励同学们只要多加开口朗读，一定可
以学好英语。

“结合我校特点和农村英语教学现状，开展教育扶贫。”
该校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孩子们的依依不舍中，本次支教
活动圆满落幕。孩子们热情拥抱老师们，久久不愿离去，期
待老师们再次送教下乡。

咸宁高新实验外国语学校

举行秋季教师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熊秀娟报道：9月18日，咸宁高新实

验外国语学校小学部举行了教师培训会。
教师的专业成长离不开阅读、写字、朗读能力的培养。

“风云吐于行间，珠玉生于字里”，在此次培训会上，该校陈
文博老师和程子叶老师现场进行了朗读，声声入耳，沁人心
脾，朗读形式多样，精彩纷呈。汪洁瑶老师通过微讲座的形
式，给大家带来了经验和方法，朗读既要想象文字画面，又
要情感真挚，明确文章立意。教务处主任余碧林就教学常
规提出要求——“做细做实教学常规，提高提升教学质量”，
指出教学常规要日日做、月月做、年年做。

“春风化雨育桃李，秋来硕果满园香。相信在此次会议
之后，老师们将会用全新的方式，严谨的态度，沉着的思想
走在教书育人的路上。”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

鄂南高中一学子

入选湖北“新时代好少年”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近日，记者从鄂南高级中学获

悉，该校高三（1）班的学生周若涵入选2020年湖北“新时
代好少年”。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求，积极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帮助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按照中央文明办
有关通知要求，今年湖北省文明办、省教育厅、团省委、省妇
联、省关工委，在全省组织开展了“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和宣
传活动。经逐级申报、主办部门联合评审等程序，确定12
名同学为2020年湖北“新时代好少年”，周若涵名列其中。

据了解，周若涵同学品学兼优，全面发展，在校学习优
异，曾多次担任班长、团支部书记等职务。她还利用课余时
间学习音乐，参加义工组织等，经常利用节假日去看望孤寡
老人，给他人带来温暖和快乐。

挪威的朗伊尔城，位于斯瓦尔巴群
岛上、朗伊尔河谷的下游，这里地处北纬
78度，距离北极点只有1300公里，是世
界上距离北极最近的城市。

曾经，这里的冰川覆盖率高达约
60%，如今，全球变暖正在对斯瓦尔巴群
岛产生巨大的影响。根据挪威的气象数
据，过去30年来，该岛冬季平均气温上升
了10摄氏度。

气温正在飙升，海冰正在减少。科
学家们甚至用“新北极”来形容该地区迅
速变化的自然景观。据《科学美国人》杂
志报道，本周，一项最新研究证实，一个
新的北极气候系统正在形成。

北极气候与以往大相径庭

事实上，在某些方面，北极气候已经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自1979年有卫
星观测记录以来，海冰面积已经缩小了
31%。如今，北极海冰覆盖范围呈现减少
趋势，不断突破过去几十年的纪录。

到本世纪末，如果全球气温继续不
受控制地上升，北极气候的其他关键要
素，包括气温和降水，也可能与20世纪时
期的“正常”情况大相径庭。

科罗拉多州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研

究人员劳拉·兰德勒姆和玛丽卡·霍兰德
近日在《自然气候变化》杂志上发表了他
们的联合研究成果。研究显示，长期冻
结的北极地区已经开始进入全新的气候
系统，其特征是冰层融化、温度上升和降
雨天数的增加，这三个数值已远远超出
了以往的观测范围。

兰德勒姆对美国能源与环境行业新
闻网站记者说：“全球变暖之下，北极的
变化如此迅速、如此显著，以至于其年复
一年的气候波动正在超出过去的范围，
这标志着北极向新气候状态的过渡。”

兰德勒姆和霍兰德将未来的研究重
点放在了一种十分严峻的假想气候情形
上。许多科学家认为，如果人类社会不
采取措施遏制温室气体排放，这种糟糕
的假象将变为现实。

海冰减少，“新北极”初现

据丹麦和格陵兰岛地质调查局14日
报道，格陵兰岛上辽阔而古老的冰架上，
一块面积达113平方公里的巨型冰盖上
月终于滑落海中。随着气候变化，曾经
坚如磐石的北极海冰已经渐渐消融，覆
盖面积不断创新低。

兰德勒姆和霍兰德等研究人员专门

考察了北冰洋海冰面积、气温和降水模
式的变化。他们发现，海冰减少的变化
程度远超过去几十年。换句话说，在气
候变化的推动下，至少有一个信号意味
着“新北极”已经出现，即海冰的减少。

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冰减少的情况
只会变得更糟糕。在极端气候下，夏季
海冰覆盖面积最晚将在本世纪70年代降
至100万平方公里以下。大多数科学家
认为，这意味着北极“无冰”状态出现的
时间将会提前。

据了解，海冰会对北极的温度产生
深远的影响。冰有一个明亮的反射性表
面，有助于将太阳光从地球上散射出
去。厚厚的海冰还有助于使海洋隔热，在
冬天将热量“锁”在地下，并防止热量“逃
逸”到北极寒冷的空气中。随着海冰变薄
和消失，海洋在夏天能够吸收更多的热
量。而在冬天，热量将会轻易穿过变薄的
冰层散逸到空中，从而使大气变暖。

而海冰减少的研究结果证实，一个
新的北极已经出现。如果全球气温继续
以目前的速度上升，本世纪末之前，全球
气候系统将会变得“面目全非”。

海冰的变化是一个明确的迹象，这
表明气候变化不是未来的问题，它已经

极大程度上重塑了今天的地球。同时，
这也为北极生态系统和依赖它生存的人
类带来巨大的困扰和担忧。

气候变化正在“进行时”

“新北极”将变得更温暖、更多雨、冰
层面积更少。过去常见的动物可能会消
失，取而代之的是新迁入的物种。人类利
用海冰狩猎和捕鱼的机会也可能会减少。

此外，人类应对灾难的规划可能会
变得越来越困难。此前，规划者经常通
过查看过去的天气数据来设计应灾基础
设施，以保证其可以使用数年或在灾害
下承受一定程度的压力。但随着北极气
候的转变，过去的数据已不再利于人们
预测未来。

尽管这项研究为全球气候的未来提
供了一幅令人沮丧的图景，但这并非不
可避免。其他研究表明，世界各国如若
在未来几十年大幅减少温室气体的排
放，将可能会放缓或阻止某些气候变化。

人类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对那些生
活在北极的人们来说，无论是人类、动物
还是植物，气候变化都不是未来的事。”
兰德勒姆说，“这是此刻正在发生的事
情”。 （本报综合）

30年升温10℃，“新北极”正在形成
全新气候系统将重塑地球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