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城用 城以港兴
■ “近代上海城市与海洋的交融”展览今

天在中国航海博物馆开幕

■ 从老城厢走向大上海 港口航运发展给

上海人们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 疫情严重时王晓溪全套防护往医院送快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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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干4个人的活

王晓溪来自江苏淮安市，当过

8 年兵， 去年 8 月才来到顺丰速运

有限公司上海区通州分部。 今年 1

月底， 很多快递员都返乡过年了，

王晓溪决定留守上海，他所在的通

州分部（站点），60 个小哥只留下

13个。就在这时候，新冠疫情肆虐，

王晓溪却坚定地对站点负责人彭

军说：“我是党员，第一人民医院就

我一个人负责吧，减少传染风险。 ”

每天都有大批捐赠物资及医

疗采购物资涌入医院，王晓溪每天

要派送 400 至 500 件货物，“去年

双十一高峰期王晓溪一天的派件量

也就 180件左右， 相当于他一个人

干了 4个人的活，太辛苦了。 ”彭军

解释道。

63天怎么扛下来的？ 同事谭同

军说：“他 6点就到站点了， 常常看

到他半夜十一二点还在送件。”同事

吕全恩记得：“他忙到没时间吃饭，

经常是一边走路、 一边往嘴里塞包

子。”王晓溪自己则说：“防护服一穿

就是七八个小时，上厕所太麻烦。 ”

王晓溪对第一人民医院的每一

批医疗物资都不敢怠慢。有一次，为

了第一时间送达 50箱防护服、护目

镜和面罩物资， 王晓溪放弃了电瓶

车，用手推车来来回回跑了 5 趟，每

一趟单程都要 15至 20分钟。

爸爸是去救命的吗

王晓溪工作至今“零投诉”，这

与他为人忠厚、踏实肯干不无关系。

疫情严重时， 医护家属楼也封闭管

理，原则上快递只能送到小区门口，

可小区里老人的儿子、 女儿很多都

奋战在抗疫第一线， 这些老人买东

西方便吗？电商平台上购买的米、油

等重物方不方便提到楼上？ 想来想

去，他找到了“工作方法”：送快件时

先打电话，只要是老人，尤其送的是

重物，就与用户约定送到家门口，放

下后离开， 再打电话通知用户开门

取快递，“这样也能做到无接触递

送，当然我进小区，不仅要穿全套防

护装备，还要征得物业的同意。 ”

疫情刚暴发时，正值春节，王晓

溪之前接爱人和 9 岁儿子到上海过

年，刚开始时，他还不敢告诉妻儿自

己专送医院快件，怕家人担心，直到

儿子看到他穿着防护服干活， 问：

“爸爸你是去救命的吗？电视里的叔

叔阿姨和你穿的一样！ ”

“我当然没有那些救命的医护

人员伟大，但我也在为抗疫奋斗，我

和儿子都很骄傲！”王晓溪说。3月底

随着同事们陆续返岗， 他终于可以

稍微休息一下了，“更重要的是，一

切都在好转。 现在我每天送的快件

量恢复到 130件左右， 正常的生活

又回来了。 ”

本报记者 金志刚

疫情最严重时，顺丰上海快递小哥王晓溪连续工作 63天

这家医院派件他一人负责

    “海上调查和水中拍婚纱照不一样，

一点儿也不浪漫。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

态与环境学院教授章守宇半开玩笑地说。

其领衔的近海栖息地生态修复团队致力

于我国近海人工鱼礁、藻场生态学、海洋

牧场方面的研究近 20 年， 在相关领域建

设上做出了大量贡献。

“天然的海藻场和陆地上的森林一

样，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章守宇介绍，

海藻场保持了生态系统的物种多样性，成

为沿岸的“种质库”。“它还能有效地防止

海域富营养化，起到改善水质与海域生态

的作用。 ”

近两年来， 团队先后完成了沿海 10

省市共计 60 余个重点区域海藻场生态调

查，填补了我国沿海潮下带海藻场资料的

空白。“大型海藻很多都是一年生，茂盛的

时候也就是三至六月， 前期海水很冷，留

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 ”章守宇忍不住和

记者“诉起苦来”，“大风来了没法出海，现

在‘禁渔’，连小渔船也借不到了。”团队很

多老师、学生花了大量的精力在海藻场调

查上，放弃了很多写学术论文的时间。

教师王凯还记得，两年前开展水下调

查的时候，是被台风“撵着跑”的，有一回

是在海上九级风到来之前，匆匆下海完成

了数据采样。连渔民都感叹，“你们比我们

还要苦”。

令章守宇欣慰的是，多年来的努力已

有了回报。 团队通过收集的数据，结合资

料记载， 绘制了全国沿岸海藻大类分布

图，并逐步勾勒出各典型区域的海藻场生

态格局。“我们的工作看上去没那么‘高大

上’， 但掌握这些信息能为渔业资源评估

和碳汇潜力评估提供重要参考。 ”章守宇

表示。 本报记者 郜阳 张炯强

这片蔚蓝
我们一起守“沪”

■ 今天是第 12 个“世界海洋日”

“野保”姿态该变了
姚丽萍

新时代 奋斗者

    王晓溪， 中共党

员，退伍军人，快递“新

兵”。 从今年 1月底国

内新冠肺炎疫情最严

重的时候起，他一个人

担负起上海交通大学

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及

3 幢医护家属楼的快

件收派工作， 连续 63

天，不停不休，“第一人

民医院是指定发热门

诊医院， 可以说也是

‘一处战场’，医护人员

夜以继日奋战在一线，

我就是往前线送子弹

的后勤兵，这个‘兵’，

必须当好！ ”

■ 今年主题：“保护红树林 保护海洋生态”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上海的城市发展与航

海带来的全球化密不可分。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港

为城用·城以港兴：近代上海城市与海洋的交融”展

览在中国航海博物馆开幕，黄包车、旗袍、月份牌等

舶来品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和这座城市深

厚的海洋文化底蕴。

在近代，上海港因其特殊的历史和地理位置，

迅速崛起为中国第一大港， 成为中国与世界交流

的重要窗口。 自上海开埠以来，上海港不仅是中西

贸易的重要港口，也是各种文化交流的中心。 近百

件文物、文献、模型等展品，从“航运、经济、文化、

城市建设、市民生活”等多维度展现海洋、航海对

上海这座城市产生的深远影响。

人力车从日本引入上海， 因车身都涂黄漆或

桐油，改称为“黄包车”；旗袍原为清朝满族妇女服

装，受西式服饰的影响不断修改，成为上海青年女

性的主要服装和礼服。 这些舶来品或中西文化结

合的产物， 展现了上海摩登现代的城市风情和丰

富多彩的市民生活。

在展厅， 市民提起电话机的话筒， 就能听到

“嘎三胡、派对、麦克风”等洋泾浜英语的演变全过

程。 洋泾浜英语是英语与上海话结合的产物，上海

话中有 600多个词语是洋泾浜英语发展而来。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10月 12日。

    来到上海东南角的临港，在南汇嘴观

海公园西面一大片芦苇荡的湿地之中，只

见一垄垄整整齐齐的小树苗正茁壮成长。

桐花树、秋茄、无瓣海桑……它们有个共

同的名称“红树”，原本生在热带，如今在

这里生长繁衍。 这个地方有个美丽的名

字———“钟扬红树林临港基地”。

百公里外的枸杞岛上，上海海洋大学

教授章守宇今天正带着科研团队在水下

直播探访海藻场。 近两年来，团队集中力

量开展了我国沿海海藻场的 “摸家底”工

作，填补了相关数据的空白。

本报记者日前走访了两支高校科研

团队，听他们讲述保护“蓝色国土”的故事。

    防风消浪、 促淤保滩、 固岸护堤，在

“海岸卫士”红树林扎根的滩涂，能够形成

特殊的生态系统，养活各种底栖动物。 吸

附氮磷钾，净化海水和空气，只要有红树

林在，近海的富营养化污染也能得到大大

缓解。

然而，红树毕竟是热带植物，要在较

高纬度的上海种植谈何容易？ 上海原本无

红树，更不奢望种植红树。 已故复旦大学

教授、“时代楷模”钟扬的大胆实践改变了

一切。 他发现上海曾有过红树林，二十多

万年前的化石就是证据，更何况，气候正

在变暖，海水温度升高，植物对环境也有

很强的适应性。

2007 年， 钟扬课题组用卡车从广东

珠海运回了总共 10 种红树实生苗 12000

株，采用地栽方式在上海临港种下。 这是

上海的最南端，但还是比原有红树分布界

线北移了近3°。 严寒、台风，钟扬的红树林

研究团队历经风雨，终于获得成功。 可是，

2017 年，钟扬意外离世，项目也因为资金

和土地的缺乏而面临中断的危险。在艰难

的条件下，复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南蓬

和钟扬助手经佐琴决定把这项未竟的事

业继续下去， 她们说：“钟老师虽然不在

了，但他把希望留给我们，一定要守好，要

守住。 ”

2018年夏天，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政

府、临港港城集团主动提出为红树林育苗

基地提供土地和资金支持，钟扬红树基金

也募得不少款项，这为后续筛选并保存更

适应上海气候的红树植物进行引种试验

和种苗培育提供了保障。

更可喜的是，从去年起，这个基地向

海堤外扩展了百亩，“上海红树林”实现堤

外养殖，开始自然地生长在滩涂上。 这离

钟扬教授生前的夙愿迈进了实质性一步。

南蓬告诉记者，经过实验室里的反复

实验，已经确定了多个改良后红树品种适

应上海的气候环境，红树苗基本适应上海

冬天的低温。 如今，红树的堤外养殖实验

正分 8块区域进行，进展顺利。

“上海红树林”

在滩涂自然生长

接地气调查

填补了数据空白

新民随笔

    6 月 6 日，有两件事，很受关

注。一件是《上海市中华鲟保护管

理条例》实施，另一件是 2020 年

长江口珍稀水生生物增殖放流。

而最值得关注的还是野生动物保

护的价值导向———究竟是为生态

平衡，还是资源利用？

长久以来，以“万物灵长”自

居的人类，保护野生动物，似乎习

惯于拿出拯救者的姿态， 即便保

护也更倾向于资源利用。 但现实

让人明白， 要想跟蔚蓝星球一道

生生不息，就要拿出敬畏心。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对全球经

济社会的影响及其引发的公共卫

生安全风险， 更让人深刻反思野

生动物保护的既往偏差。

目前， 我国被保护物种累计

占我国总记录哺乳类、鸟类、两栖

和爬行类动物物种数的 62.71%，

仍有 1077 种未受大法保护；其中

传播疫病高风险物种， 诸如大多

数蝙蝠、旱獭、鼠类，是对人类健

康威胁极大的病毒天然宿主或中

间宿主， 然而对其猎捕、 人工饲

养、利用，仍不能依据野保法有效

遏制。

事实上， 野生动物兼具资源

属性和生态属性，生态系统中，任

何动物都有生态价值。比如，珍稀

物种消失，一种原因是，其赖以生

存的生物链下游“非重点保护”物

种被人类利用掉了，断了粮，怎么

活？ 显然，以珍稀、濒危与否而忽

略生态平衡的保护， 不仅不合时

宜，更不能实现保护初衷。

人对自然的认识在变， 野生

动物保护法的价值取向， 也在悄

然变化。 20世纪 80 年代，我国在

制定野生动物保护法时， 更倾向

于资源利用式的保护。 2016 年修

订时，立法目的中删除了“利用”

内容，明确保护优先、规范利用、

严格管理。 今年，疫情令人警醒，

全国人大常委会拟修改野生动

物保护法，明确严厉打击野生动

物非法交易， 坚决革除滥食野生

动物陋习， 加强重大公共卫生安

全风险源头控制； 更有多位全国

人大代表提出鲜明立法导向———

野生动物保护， 为生态平衡而非

资源利用。

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人

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 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法治先行， 保护野生动

物， 更要以生态文明涵养现代法

治思维。 因此，就不难理解，中华

鲟保护， 上海地方立法为何要以

生态优先、统筹协调、严格监管、

社会共治为立法原则。 这也是上

海第一部针对单一特定野生动物

保护的法律， 完善了中华鲟抢救

性保护的法律保障和 “长江大保

护”“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体系。

长江口，中华鲟增殖放流，盛

况之下， 是现代城市文明对大自

然的虔敬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