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朝阳

大学生云弈网络科技协会(简称“网科
协”)，为学校学生提供网络空间安全、信息
通信技术以及信息服务队三个兴趣方向，平
日为全校师生提供公益性的信息技术服务。
其中，社团CTF(Capture The Flag夺旗赛，
网络安全技术竞技)方向主攻网络安全，曾
经为电子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知名高
校官网挖掘漏洞，并得到官方认可。

兴趣、刻苦、耐心、钻研

网科协人身上特定的“标签”

网科协主席刘增昆介绍，大学生云弈网
络科技协会成立于2006年，为校级社团。目
前20级90余人，21级60余人。谈到社团的名

字，刘增昆告诉记者，“云弈”正是由自己命
名，“云”代表着云计算技术，而“弈”取博弈
的意思，代表着网络攻防技术。

刘增昆说，在网科协的三年，自己看到
了很多发生在身边、直击内心的故事。

CTF大赛是社团的重头戏。刘增昆说，
社团会经常组织队员参加CTF比赛，这个比
赛对专业能力要求特别高。“一场比赛往往
要持续几天几夜，为了争得荣誉，队员们的
训练周期通常会持续几个月，有时甚至会在
活动室过夜备战。”刘增昆告诉记者，网科协
现任CTF主负责人臧浩志经常通宵达旦去
完成一道题目。

不久前发生的另一件事也让刘增昆感
受到了这个社团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9月9日，校图书馆的电子阅览室发生故
障，为了给学校的师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

与工作的环境，网科协立即组织了十几位专
业素质过硬的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在两周
内对近百台电脑做了修复，成功使电子阅览
室恢复运转。

对于刘增昆来说，这是一次难忘的经
历。原来，队员们当日下午2点左右就抵达了
抢修现场，对遇到的问题进行复盘。整个抢
修过程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最终完成了所
有设备的整治工作。

加入网科协

给了“发现自己”的机会

在计算机学院大二学生吴恒看来，网科
协给了他一个“发现自己”的机会。谁能想
到，网科协现任副主席吴恒在一年前还是车
辆工程专业的一名大一新生。“当时填报志
愿是听从了家人的意见，而自己对专业并不
了解。”吴恒告诉记者。

起初加入网科协单纯是觉得电脑比较
“好玩”，但后来在社团中接触到越来越多
关于编码、算法、思维训练等方面的内容，
让本身就对计算机感兴趣的吴恒发现，这
才是真正对自己“胃口”的专业。不知不觉
中，吴恒产生了想要转到计算机学院的想
法。

仅凭兴趣就要从父母心中的“康庄大
道”上拐个弯儿，想来不是那么容易。吴恒
把自己要转专业的想法告诉父母后，碰了
一鼻子灰。“家里基本上不同意，他们觉得
原来的专业前景好，转去学计算机太费
神。”吴恒说，自己当时也在私下里将两个
专业比较了许久，回想起在网科协一年来
的经历和收获，最终下定决心要走计算机
这条路。

“软磨硬泡，家里最终还是同意了。”而
就在刚刚结束的大一下学期，吴恒以优异的
成绩成功转专业，成为计算机学院的一员。

执着于热爱

迫不及待要“入群”

吴恒说，加入计算机类的社团或许并不

需要多少专业基础，但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
和兴趣。而CTF中的“李师傅”就是这样一
个人。

早在三年前，在一众“闷头苦学”的高
二学子中，李辰东就显得格外不同。喜欢广
泛涉猎课外知识的他，通过阅读发现自己
对计算机领域格外感兴趣。“一开始是看计
算机方面的书，后来发现网络安全在计算
机领域备受重视。”李辰东说。这个十几岁
的热血少年从那时起就明确了自己的人生
方向——— 网络安全。

2020年，李辰东考取了山东建筑大学
网络工程专业。开学之初，刚进新生群的他
就已经“迫不及待”。李辰东告诉记者，自己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计算机新生群里发关
于网络安全方面的消息，而这一举动引发
了群里激烈的讨论。或许是这种积极的态
度让大二的学长注意到了这个活跃的青
年，很快，李辰东就来到了网科协这个大家
庭。

终于来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专业，加
入了热血奔腾的社团，李辰东立刻投入到
了紧张的比赛当中。

一个大厅，几张桌子，来自五湖四海志
同道合的朋友，这是李辰东第一次出远门
打比赛。“我们当时乘着飞机去哈尔滨打比
赛，刚抵达现场就感受到了一种非常紧张
的气氛。”真正和对手面对面，李辰东既紧
张又兴奋，“那种刺激的感觉真的很棒。”李
辰东说，比赛一般是8小时起步，从上午9点
一直打到下午5点，期间不能随意走动，甚
至午饭也是在赛场上解决的。一场比赛，不
仅是对个人能力的一次测试，也是对团队
协作的重大考验。三个人，一套题，整个比
赛过程让李辰东和队友间的默契度有了很
大提升。

李辰东感慨，在网科协的一年，是收获
的一年，通过参加竞赛，参与各种实战及了
解企业相关岗位，让自己不再拘泥于字面
上的网络安全。在网科协的一年，也是更加
坚定的一年，通过努力为学校争得荣誉，让
自己为网科协出一份力，并在维护网络安
全这条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走进山建大云弈网科协

“码农”也能热血，用代码书写精彩
对于一群爱好计算机的热血少年来说，聚在一起开

展头脑风暴，深夜组队训练是常态，舞动的代码便是他们
的代名词。10月24日，山东建筑大学迎来特色社团纳新活
动——— 百团大战。笔者在现场发现了一群特别的学生，他
们用常人看不懂的语言做着实事。这就是充斥着代码的
热血社团——— 大学生云弈网络科技协会。

网科协骨干成员和分管社团的徐立先老师(左五)在纳新点前。

本报济南10月27日讯(记者王丛
丛)10月26日，济南高新区教育论坛
开幕式暨遥墙中学教学现场会在
高新区遥墙中学顺利召开，会上，

《济南高新教育论坛实施办法》(试
行)发布。

据了解，为推进高新区教育
“四个高地”建设和教育强区战略
的实施，加快名校长和名师团队
建设，营造良好的改革氛围，推动
科研和改革成果推陈出新，高新
区将定期举办“高新教育论坛”。
论坛主题主要围绕基础教育改革
和“四个高地”建设，聚焦改革前
沿和教育发展现实问题，引领全
区校长、教师在实践中学习研究。
论坛将以校长论坛、名师论坛、班
主任论坛、专家论坛、主题开放论
坛、改革现场会等为基本形式，根
据全区教育改革发展需要有计划
定期举行。

济南高新区发展保障部副部
长高一鸣介绍，未来，高新区将一个
月开展两次论坛及1次现场会，同时
要在学校开展一次学校特色的现
场会，从校园文化、德育课程、教学

特色等方面，在全区展示。
高新区遥墙中学在本次论坛

中进行了首场展示。学校校长石希
同作了题为《以职业的态度走专业
的道路》的报告，他用数据说话，展
示了该校在3年内的成绩提升曲线
图，学校从之前的全市倒数，到现在
的全市前列，干出了“遥墙教育发展
特色之路”。

高一鸣点评道，遥墙中学从
薄弱的乡镇初中到全市上游水
平，让大家感受到了遥墙中学的
师生们的奋斗精神；教师们所展
现出来的教育专业化，让大家备
受鼓舞。

目前，济南高新区已经成立
教育发展智库，聘请了高水平
教育专家，指导学校教育教学，
积极引领校长、教师走向教育
教学专业化。“除了专家引领，
我们更要注重挖掘名校长、名
师的内生动力，”高一鸣说，“高
新区将通过教育论坛的开展，
积极引领更多学校校长、老师，
走向教育教学的专业化，让他
们感受到教育职业的幸福。”

每月两论坛一现场会

济南高新区出台举措促学校交流合作

“壹点课堂”进校园活动走进山东交通学院

听首席记者分享如何讲好校园故事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婷婷

“如何讲好校园故事？作为一名大学生记
者，要拥有一定的新闻敏感性，发现好新闻，不
仅要看见故事的表面，更重要的是发现背后的
意义……”10月27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壹点
课堂”进校园活动走进山东交通学院，揭牌仪式
同步举行。

揭牌仪式结束后，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全媒体策划中心主编马辉作了“讲故事的高
境界”、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首席记者巩悦悦
作了“如何讲好校园故事——— 一位年轻记者
的新闻实战分享”、齐鲁壹点用户运营中心
副主任陈朕作了“无互动不新闻：讲好大学
故事，弘扬校园正能量”的讲座。巩悦悦结合
鲜活生动的采访案例，从新闻实战的角度解
读如何寻找新闻点、抓住新闻点；陈朕介绍
了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情报站的定位、玩法
和发展历程，同时演示情报站如何发布内
容、互动交流，让同学们现场体验了一把上
头条、领红包的互动。

“这次讲座让我收获颇丰，接下来将把学到
的知识运用到宣传工作当中去。”汽车工程学院
融媒体中心大三学生郝智慧告诉记者。艺术与
设计学院教师通讯员代表陈伟青表示，此次“壹
点课堂”让自己了解到，如何讲好校园故事，如
何为学校发声，传播正能量。

“壹点课堂”不仅成为学生的第二课堂，更
能帮助学校提升新闻宣传素养。今后，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将通过“壹点课堂”进校园的形式
为学校带去更多专业的新闻培训与讲座，助力
学校的好新闻、好故事传得更远、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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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点课堂进校园揭牌仪式。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作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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