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第48个国际博物馆日即将到来之际，5月10日，“木
艺瑰宝——川渝地区传统家具陈设艺术展”在大渡口区博
物馆开展，展览将持续至9月30日。本次分为“悠远古雅
家具源流”“繁简皆宜 形制飞跃”“富丽堂皇 喜庆吉祥”

“精雕细琢 独具匠心”四个部分。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摄影报道

“没想到我在重庆的最后一顿饭是哭着吃完的，事情得从14
年前讲起……”日前，博主“挪威老王”在视频号上发布的一段两年
前的视频获得了很多网友的点赞，上千网友转发。

视频中，各大平台粉丝总量过百万的“挪威老王”（以下简称“老王”）记
录了自己两年前到重庆旅游，从自己曾在北京吃了14年饭的小店老板回到
重庆开的店里再次吃到熘肝尖的经历。老王是北京人，从小就喜欢吃这家
店老板炒的菜，前几年老板回渝之后就再没吃到，直到自己这次专程来渝。
视频中提到，对老王而言，那不仅是一碗熘肝尖，也是童年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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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哧——”随着几束耀眼的舞台烟花升起，雷鸣般的掌
声和欢呼声在场内爆发，大屏幕上，谭弘海手捧奖杯，面对
镜头笑得自信又谦逊。

日前，2024VEX机器人世界锦标赛在美国达拉斯举
行，从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选拔出的2000多支参赛队同台
竞技。经过激烈角逐，最终，11岁的重庆男孩谭弘海和队
友获得了VEX-IQ小学组总决赛冠军。

VEX机器人世界锦标赛是一项旨在通过推广教育型
机器人，提高并促进青少年的团队合作精神、领导才能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的世界级大赛。大赛在全球范围内有着广泛
的影响力和认可度，被誉为“机器人界的奥运会”。

“祝融号”让他深受触动

能在世界性的大赛中拔得头筹，谭弘海的妈妈余女士
直言“没想到”。虽然谭弘海获得了冠军，但其实他学习机
器人知识尚不到一年，与众多动辄赛龄几年的选手相比，他
算得上是个“萌新”。

说起“入坑”机器人的初衷，谭弘海回想起了2021年的
5月22日。那天，中国首辆火星车“祝融号”成功驶上火星
表面，开始了巡视探测。看到新闻后，他深受触动，心里也
由此种下了一枚科研的种子。

去年，谭弘海跟随家人转学至美国，偶然看到了同龄人
进行的机器人表演后，他内心的热情被彻底唤醒，回家后主
动向父母提出要学习机器人知识。

“娃娃理科成绩一直不错，从小就对理工科很感兴趣。”
为了满足孩子的愿望，余女士为谭弘海报名参加了当地的
机器人俱乐部。

放弃冒险想法果断取舍

在俱乐部了解到VEX机器人大赛后，谭弘海和朋友组
建成了参赛队伍，开始制作起自己的机器人。按照赛制，教

练只提供指导性意见，从构思、设计、搭建到操作，全由选手
自行完成。

设计过程中，谭弘海与搭档默契配合，通过不断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将作品逐步改进完善。两人一路过关斩将，从
区域赛中冲出重围，最终成功出线，拿到了世锦赛的入场券。

“我们就希望娃娃能通过比赛学习一下机器人知识、锻
炼与人的沟通能力，没想到能进入世锦赛。”妈妈说，入选世
锦赛已经倍感意外，不论是她还是孩子本人，都没预料到能
获得总冠军。

VEX-IQ小学组面向8~14岁小学一年级至初中的孩
子，本届的主题是“满载而归”，要求两支随机配对的合作队
伍选手们操作机器人准确抓取比赛场内散落的塑料小方
块，并精准投入指定的筐内。抓取结束后，如果机器人还能
停靠在指定区域内，则可获得额外积分。

为了获得额外积分，谭弘海与搭档专门设计了一款更
先进的机器人，以实现准确停靠补给区。然而，在无数次的
试验后，他们发现新款机器人虽然能够完美停靠，但欠缺稳

定性，成功了固然可喜，一旦失败则可能影响发挥，折损原
本可以获得的积分。

世锦赛前必须确定参赛机器，选定后不能更改，到底该
选哪个参赛？教练不能帮忙，家长一知半解，这个选择只能
由两个孩子自己决定。经过再三实验、测算和商讨，谭弘海
他们放弃了冒险的想法，毅然舍弃了新款机器人，选择了原
先那款更传统的机器人。

“万里长征才刚刚开始！”

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对的。世锦赛小学组共800
支队伍参加，每80支队伍为一组进行小组赛，比赛当天，从
小组赛中脱颖而出的10支队伍两两配对，分为5组进行最
后的角逐。

“哔——”随着信号响起，场内队伍的机器人同时启动，
它们必须在一分钟内收集完散落的小方块。

台上，谭弘海操作着机器前前后后地搜集着小方块，很快
就全部收集完成。此时，时间仅剩20秒，观众们都不禁屏住
了呼吸。谭弘海却没有半点慌张，依然“淡定”地操作着机器。

只见，满载而归的机器来到方框边，将所有小方块一个
不落地全部倒入，等机器完成任务“潇洒”退场时，截止信号
便发出了。与此同时，两支队伍的最终积分也出现在大屏
幕上。谭弘海他们赢了！他们击败了其他晋级总决赛的队
伍，以2分的微弱优势取得了世锦赛总冠军，场内响起了热
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很骄傲很梦幻！我拍视频的手都在抖！”回想起比赛
的一幕幕，余女士依然难掩激动。

与妈妈相比，谭弘海反倒平静不少，他说虽然拿到冠军
很高兴，但更珍惜通过比赛学到的知识和与人沟通合作的
能力。“爸爸一直跟我说，得奖前要激情澎湃、全力以赴，得
奖后要懂得放下，抬头向前看，万里长征才刚刚开始！”

新重庆-华龙网 林红

吃了14年的饭菜
“童年的味道在重庆”

在老王的讲述里，我们得知了这一段奇妙的缘分：
2006年前后，还在上小学的他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家

胡同里吃到了一家重庆菜馆的麻辣烫。
因为家人比较忙，老王自己就经常来光
顾，吃的东西从麻辣烫变为了红烧肉盖

饭、回锅肉盖饭，不变的是来吃的习惯。老
王没具体统计过来这家小店吃了多少顿

饭，但前前后后几百顿是有的。
这家小店饭菜价格不贵，最初一个盖饭

才9块钱，十几年后变成了10多块钱，而老王也
从完全不吃辣椒变成了能吃辣的人，“因为给老板

说不放辣椒他也会放。”
也许是有“童年滤镜”加成，老王在这里吃饭变成了

习惯。在这里，他从身高只有1米5的小学生吃成了身
高1米78经常出国的成年人；从最初一个人吃到后来带
着朋友、女朋友来吃，“因为觉得好吃，所以就带我的所
有朋友都来吃过。”老王表示。

到后来，老王和小店老板形成了默契，自己想吃什
么微信上点一份，老板就会把饭菜送到100米外自己的
家，“每次回国我下飞机就在微信上给老板说自己上出
租车了要吃个什么菜，到家基本都能吃上热乎的。”

这样的习惯在2019年戛然而止。

当年一次回国后，他和之前一样想要点菜，被老板告知
店面已经关了，全家回到了重庆。

直到三年后的2022年，第一次来重庆旅游的老王
特地在微信上联系老板，想再吃一次老板做的饭。

尽管老板已经不做炒菜和盖饭，还是亲自下厨给老
王做了他熟悉的熘肝尖，这一次，没收钱。

“两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还是流口水。”5月9日，
老王回忆起他最爱的熘肝尖，已经定居挪威的他说：“太
爽了，我现在都还记得那个味道。”

视频中老王提到，对自己来说，老板对自己的意义，
不是一家小吃店那么简单，更是自己成长的见证。在视
频末尾，老王说：“不管住得多远我都不会忘记，那属于
我童年的味道，在重庆。”

店主一眼认出
“他吃了十几年”

“他一进门我就认出来了。”5月9日，渝北长翔路附
近一家卖椒香鸡的餐馆内，老板娘郑大姐回想起老王到
店里的情形，尽管事情已过去两年，仍记忆犹新。

“吃了十几年肯定记得。”老板娘说，自己一家人从
20世纪90年代起就在北京打工，后来在东城区的胡同
里开了家小店，6张桌子，能同时接待二三十个顾客。和
众多老顾客一样，老王就是那时候认识的，最开始他还
是个孩子，带着同学来吃，后来带着他的朋友，再后来带
着女朋友来，现在那位女朋友已经成为老王的妻子。

和老板娘相比，老板老陈不善言
辞，但他表示：“老顾客肯定要给别个
搞实惠点噻。”老王来到店里吃的熘肝
尖是北京做法，和重庆菜的做法不同。自从回到重庆，
老陈他们开了一家主打椒香鸡的店铺，盖浇饭和麻辣
烫也早就不做了，看到老王来很开心，又下厨按当地做
法做了一份熘肝尖。

老陈说，他们夫妻早年在北京打杂工，2004年左右
开了小店，菜和饭卖得比较便宜，最初一份有肉的盖饭
不足10块钱，后来离开北京时，售价也仅为10多块钱。

郑大姐说，在北京那段时间，小店开在胡同里，和附
近的居民关系都还不错，附近是老房子，也住了很多老
人，有的老人不方便做饭就直接叫一份饭，后来有的邻
居会给他们送来郊区摘的新鲜水果等。作为报答，他们
过年过节也会送点腊肉给对方，“别人对你好，你也要对
别人好。”因此，看到昔日的老顾客到重庆来旅游，专门
跑一趟想吃小时候的味道，肯定要满足。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邹渝

百万粉丝网红专程从北京来渝百万粉丝网红专程从北京来渝，，打卡打卡““熘肝尖熘肝尖””

““我童年的味道在重我童年的味道在重庆庆””

▲“挪威老王”（右二）和老板一家人合影
受访者视频截图

11岁重庆男孩夺“机器人界奥运会”金奖

走，去大渡口看传统家具陈设艺术展

经过激烈角逐，11岁的重庆男孩谭弘海（右）和队
友获得了VEX-IQ小学组总决赛冠军。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