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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无锡多个社区青少年活
动中心变身“科技实验室”，一批“大国
重器”迎来了青少年参访者，一场场充
满科幻感的暑期研学活动接连进
行。从太湖水的治理奥秘到湿地生
态法治课堂，再到无人机的飞行初体
验，孩子们在实践中感受科技魅力，
用五感丈量科学维度。据悉，结合全
市机关“先锋行动”进小区行动，无锡
正以全域智慧学习的开放融合，让
数字化成果惠及每一位求知者。

经开区华庄街道万欣社区的孩
子们来到了著名的太湖实验室，仔细
走访深潜器广场和实验室展厅，一一
了解“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奋斗
者”号等我国深海载人潜水器的研制
经过，对深海探测技术装备的结构
特点、技术性能和应用领域有了更直
观的体会。

“听！海水会‘说话’和‘搞破
坏’！”“太湖模型居然会‘呼吸’！”在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河湖治理研究
基地，参加华庄街道瑞景片区暑期青
少年活动的孩子们发出阵阵惊叹。
30余名孩子组成的“科普小分队”，在
这里开启了一场沉浸式水科学探索。

“匠说航海”讲座中，基地科普专
员以郑和船队的故事为引，引出当代

“蓝色卫士”——“精海”系列无人艇
的硬核科技。“它们能用传感器避开
暗礁，还能在暴风雨里传数据。”10
岁的李子轩兴奋地比画着。当屏幕
上巨浪冲击海上风电机的画面出现
时，孩子们集体“哇”地喊了起来，争

先恐后地提问：“海水力气这么大，为
什么船不会翻？”

更震撼的莫过于全国唯一的太
湖全湖区风生流物理模型。孩子们
围着这个直径6米的“微缩太湖”，看
研究员用风机模拟自然气流和水流
在河道中流转。“科学家就是这样解
开太湖治理难题的。”学生王雨桐认
真地记录着模型参数。

在新吴区梁鸿湿地公园的户外
营地，另一群孩子花两天时间，用放
大镜寻找和观察芦苇叶上的露珠。

“看！这里有独角仙的铠甲。”随着
一声招呼，十几个小脑袋立刻凑
了过来。新吴区“生态普法研学
营”的 20 组家庭在自然导师带领
下，用“发现式学习”触摸生态与法
治的联结。

“采摘一株植物可能违法？”户
外安全课上，老师举起《中华人民
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手册，
孩子们瞪大眼睛，从不解到了然。
随后，土壤标本采集成了“寻宝游
戏”：蛇莓、华星天牛鞘翅接连被
发现，而“不惊扰白鹭觅食”“不用灯
光诱捕萤火虫”等规则，也通过实践
深植孩子的心中。夜幕下的“暗夜惊

奇”环节，孩子们又兴奋又期待，大家
屏息观察蜘蛛结网，老师轻声科普：

“《生物多样性公约》告诉我们，每个
生命都是生态链的‘螺丝钉’。”

次日清晨，孩子们化身“小河
长”，按《水污染防治法》标准检测湿
地pH值。活动尾声，一幅幅手绘普
法海报出炉，“保护小鸟的家”等倡议
书被塞进社区信箱。主办方表示，这
种“法治+自然”的跨界研学，是无锡
构建“全域育人”体系的新尝试。

“稳住摇杆。对，慢慢推。”在惠
山区长安街道长乐社区活动中心，
10岁的陈昊阳紧握遥控器，额头沁
出汗珠。随着“嗡”的一声，他操控
的无人机终于稳稳悬停在空中。

“我成功了！”欢呼声引爆全
场。这场由无锡鼎飞航空科技有限
公司带来的“小小飞行工程师”半日
营，让20余名孩子体验了从理论到
实操的完整飞行课。

工程师先演示了无人机结构原
理，孩子们轮流拆装电池、调试螺旋
桨。实操环节最考验耐心——8岁
的小思涵第一次推油门时无人机

“跳起了街舞”，在老师指导下，她
逐渐掌握“轻推缓拉”之道，练手
了几次后，顺利完成绕桩飞行。“比
打游戏难多了，但更有成就感。”她
说。社区负责人介绍，此类校企合作
的“微研学”正在常态化开展，“让科
技资源从园区流向社区家庭，是无锡
打造‘15分钟智慧学习圈’的关键。”

（陶洁）

这个暑期档，“无锡”成为电影市场
的关键词：《南京照相馆》《东极岛》《戏
台》等影片接力登场。其中，由管虎、
费振翔执导，朱一龙、吴磊、倪妮领衔
主演的《东极岛》尤为引人注目。这
部定档8月8日的影片，75%的场景
在无锡搭建拍摄。它不仅还原了
1942年东极岛渔民营救英军战俘的
悲壮历史，更以 581 人置景团队、
30000平方米临时用地、18个超复杂
场景的体量刷新了国产电影置景纪
录。昨天，记者采访电影置景师，独家
揭秘这场“海上大营救”背后的故事。

2024年6月，电影《东极岛》在无
锡正式开机。锡西文创园的空地上，
1台100吨吊车将巨型钢板吊向指定
位置——搭建“里斯本丸”轮船的骨
架。为了建造这个庞然大物，惠山区
专门批出30000平方米临时建设用
地，而这只是《东极岛》在无锡造景的
冰山一角。该电影在无锡国家数字
电影产业园12号棚、水下摄影棚、无
锡锡西文创园摄影棚、三国水浒城
影棚等地进行置景拍摄。

电影《东极岛》从2023年就开始
筹备在无锡的拍摄工作。“这部电影有
18个大场景，16个在无锡完成，而且这
部电影的置景体量是一般电影的3
倍。”置景师王前武说。他的聚力制景
团队包揽了所有置景工作。这个在无

锡生活了十几年的“老影视人”，曾参
与《繁花》《妖猫传》等大片的制作，他
直言《东极岛》是“职业生涯最难”的
项目。比如，为了承载搭建“里斯本
丸”号的重型设备，锡西文创园把原
有影棚地面全部拆除，重新浇灌了50
厘米厚的水泥，确保能同时承受2台
100吨吊车作业。摄影棚里还特地往
下挖了深水区，用于水下场景拍摄。

在电影预告片中，上百名演员在
“里斯本丸”甲板上奔跑的镜头震撼
人心，而幕后的置景难题，从承重计
算就开始了。“以一艘船上有300位
演员同时跑动来计算，光是钢结构骨
架就比常规厚3倍。”王前武告诉记
者，传统的电影置景，美术老师出了
图纸，施工队就能动手，可这次团队
特地联合3家本地设计院，把所有图
纸拆成上千个零件重新核算，小到1
个焊点的承重，大到整层甲板的受力
分布，都要反复推演。“光是审核图纸
的安全性，就比别的剧组多花了20
天。”王前武说，毕竟这关系到几百名
演员的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

水下场景的搭建更是一场持久
战。翻开工期表，每一个几秒钟的镜
头背后，都是数十天的搭建打磨：礁石
附近下潜场景耗时40天，机舱引擎楼
梯场景耗时45天，锅炉夹缝段场景耗
时50天……这些场景藏着无数细节，

演员可能抓握的每一块礁石，都要测试
防滑度；水下的金属构件得先经过15
天的浸泡试验，确保不生锈、无异
味。记者采访获悉，水下搭建场景与
传统搭建不同，要先在空旷的摄影棚
搭出完整场景，拆分后运到水下组
装，再进行二次测试。

《东极岛》中很多置景都是“站不
稳”的。为还原船只沉没时的真实状
态，几乎所有建筑都带着倾斜角度，
这对施工工艺是极大的挑战。棚内
的战俘仓场景最具代表性，它在锡西
文创园B区“亚洲最宽单体摄影棚”
内全程搭建拍摄。这个密封的铁制

“四方盒”，通体倾斜38度，单是搭建
就花了115天。工人得踩着特制脚
手架作业，每颗螺丝都要按倾斜角度

校准，稍不留神就会偏离设计精度。
“演员走在里面得扶着墙，稍不

注意就会摔跤。”王前武说，这种失衡
感正是为了营造压迫感——封闭空
间里，斜射的光线、摇晃的船体特
效，让演员一进场景就自然绷紧神
经，快速入戏。随着剧情推进，船体
倾斜角度要从15度逐渐增至38度，
团队为此搭建了3套不同倾斜度的
舱体，美术老师甚至用电脑推演了每
帧画面的角度变化。

除了棚内造景，剧组还在浙江舟
山2座海岛上，花了4个多月的时间复
刻了整个渔村。以庙子湖岛的渔村场
景为例，43栋石头房子全用原石搭建，

“几千吨石材，从陆地一船船运过去，单
程要2个半小时。”王前武记得，工人
每天天不亮就装船，125天的拍摄周
期，有100天都花在运输上，遇到台
风、下雨天，运输难度就会大幅增加。

（晚报记者 璎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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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极岛东极岛》》在无锡造景拍摄在无锡造景拍摄。。（（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孩子们在河湖治理研究基地进行科学探索孩子们在河湖治理研究基地进行科学探索。。（（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