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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30日，上海海洋中心气象

台洋山港气象站站长沈其艳又一次
上山了，开始她为期 4 天的值

班———临港新片区小洋山岛小城子
山这段 15分钟的山路，她已经走了

25年。而在 25年间，她也从当年青
葱岁月的渔家女变成了如今经验丰

富的气象观测专家，也为洋山港这

一东方大港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土生土长“渔家女”

洋山港气象站位于小洋山岛小
城子山的山顶，是上海市域内距离

市中心最远的有人值守气象站，也
是瞭望东海风云变幻的重要窗口。

“这里气候环境恶劣，经常出现大风
和大雾等灾害性天气，特别是汛期

台风期间，常会受到狂风暴雨袭击，

这也使这里具有了难得的气象观测
价值。”沈其艳说。

洋山港气象站自设立之初就在
航运一线“观云测天”，2006年后升

级，为港区提供精细化分区观测服
务，帮助港区减少航运风险，避免不

必要的停运。
沈其艳正是土生土长的洋山港

人，她的家原本就在小洋山岛上。
1997年，为了获取建设洋山深

水港的第一手气象资料，已经退休
的老站长林贤超被委派来到洋山

港，建立起了洋山港气象站。

“20岁前，我是一个渔家女，

‘风浪一大就没法出海’是我童年的
气象记忆。直到洋山第一个气象观

测场建成，才让我有机会了解了什
么是气象。”沈其艳说，当时，上海气

象部门需要培养一个洋山港当地的
观测员，以便和几位市区观测员交

接班。“当时，领导要求我 3个月内

考取上岗证，这就意味着我要在 3

个月内，熟记一本厚厚的地面观测

气象手册。于是，我就每天跑到观测
场学习，一坐就是大半天。”

为观测设置3个闹钟
在洋山港气象站 2016年进入

自动观测阶段前，沈其艳和同事最重

要的工作，就是做好每天 3次的气象
记录———3个时间点的观测结果必

须 5分钟内上报，不能迟测、更不能
漏测。不管什么天气，都必须准时到

山坡上的观测点。为了让数据上报不

出现任何纰漏，沈其艳设置了 3个闹
钟，手表也比正常时间快 5分钟。

在沈其艳的观测经历里，经历

过狂风暴雨，也经历过电闪雷鸣。一

次雷暴天气里，沈其艳冒雨在观测
场观测，一个滚地雷打在了她脚跟

后。“当即，我的耳朵就有点失聪的
感觉，但是上传数据刻不容缓。待

到传完数据回过神，我才有点后
怕：有时候生死或许就在一道雷电

之间。”沈其艳说，但也正因为这次

经历，她更意识到气象观测的重要

性，它不仅是为了保障普通人的生

命财产安全，也是为洋山港的安全
运行护航。“我的爷爷和外公都是在

出海捕鱼时遭遇台风再也没能回

家。如果当时有精准的气象预报，他
们或许就不会遇难。”

三代气象人“接力跑”

“守护洋山港区，靠的不是我一
个人的力量，而是三代气象人的接

力。”沈其艳说，25年中观测不曾间
断过一天，多少次她和老站长林贤

超一起顶着台风、冒着雷电危险冲
到山上去记录气象数据，在多少个

没电的夜晚熬过酷暑、忍过严寒。也
正是他们的坚守，为洋山港积累了

大量珍贵的气象数据，并在每一次

台风、大雾等天气来临前及时发出
预警，为洋山港这一东方大港安全

运行保驾护航。
随着港区的发展，气象服务的

需求日趋精细化，洋山港气象站的
任务越来越重，年轻力量开始和沈

其艳们并肩作战，80后潘丹就是其
中之一。2009年，潘丹本科毕业后

从城市来到海岛，也曾感觉不适。
“但很快被老气象人的坚持和付出

所感动，不知不觉待了十多年。”
4月 1日起，洋山港气象站开始

全面自动化测量，但维护观测设备还
得靠人力。去年 8月来袭的台风“黑

格比”个子小脾气大，小洋山岛刮起
狂风，港内船只都驶向锚地避风。沈

其艳发现台风观测场围栏被吹散架
了，称重式雨量传感器挡风叶也被刮

断了，于是，她与潘丹相互搀扶着，顶
着大风完成设备抢修。

本报记者 马丹 特约通讯员 谢丽萍

为洋山港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气象站站长沈其艳驻扎海岛25年观测风云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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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区小教室到校园大教室，

再到电视里的“空中教室”，申城老
年人学习的天地越来越广阔。按照

刚出台的《上海市老龄事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要求，上海正在着

力构建老有所学的老年教育体系，
全面推进覆盖全市范围的老年教

育“十五分钟学习圈”建设，形成一

批街镇社区（老年）学校优质校，鼓
励老年教育特色发展。

既当老师又当学员
78岁的史金城居住在秀沿路

亲和源公寓里，小区里共有 1600

多名老人，平均年龄超过了 80岁。
很多老人一天到晚闲不下来，从一

个学习班换到另一个学习班，他们
开心地称自己是“老么老儿郎，背

着那书包上学堂”。史老伯参加的
是口琴班，不仅每周有固定的学琴

练琴时间，还要参加社区内外的各

种演出。“我们的口琴老师可了不

得了，他是 90岁高龄的陆大同，是
当年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副总工

程师，也和我们住在一个小区。这
几年，他根据我们老年人的演奏特

点，将 200多首中外名曲改编成了
口琴曲。”

亲和源党总支书记秦芳说：

“我们这里这几年先后成立了 40

多个兴趣小组，仅合唱班就分为了

普通演唱班、英语演唱班和俄语演

唱班，还有钢琴班、环保班、编织
班、书画班，大多是老人们既当老

师又当学员。有的班则是外聘专业
人士或志愿者来任教。每个班都是

免费的，让老人们忙并快乐着。前
天下午，老人们还组织了一场庆祝

建党 100 周年的文艺汇演，获得

‘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的 83位
老人都登上了舞台。”

暑假来临了，“老儿郎”更忙
了。他们会自发地开班，将亲和源

集团的职工子女和自己的孙辈召
集起来开设暑托公益课堂，共有六

七门课，如数独课就特别让孩子们
着迷。

提供智慧生活体验
老年人的学习空间不仅在社

区、在居民楼里，还在一间间“智慧

生活体验教室”里。
在上海老年大学钦州书院，一

层大厅通过多媒体手段展示上海
老年教育的丰硕成果，这里还辟有

信息发布导览屏和“瀑布流”电子

书阅读机，为学员提供学习向导和
资料；四层设有影视赏析室、智能

手机室、计算机室等专业化教室，
供老年人学习和使用现代化智能

设备；五层则有“科技岛”“健康岛”
“交通金融岛”“生活岛”“快乐岛”

等智慧生活体验项目，设置了一系

列体验课程，包括“掌上生活：一网

通办”“健康体验与智能就医”“安

心支付智能出行”“智能生活：智慧

家”“视频拍摄与制作”等；七层的
露天花园则是利用物联网技术打

造成的现代园艺体验学习空间。
以“交通金融岛”为例，这是老

人们最爱打卡的区域，将模拟驾
驶、模拟数字支付等平台引入课

程，普及数字金融知识，树立安全
支付意识。“生活岛”则以家居生活

环境为核心，搭建了客厅智慧体验
区、厨卫体验区，讲授基础物联网、

智能家居功能等知识，将数字化学
习内容覆盖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上海老年大学以“提高生命质
量，创造老年人幸福”为目标。未

来，每一间“智慧生活体验教室”都
将围绕“互联互通化、教育生活化、

课程场景化、教学沉浸化、习惯自
然化”设计课程，从而打造一个智

能、快乐的智慧校园。

空中学堂足不出户
半个月前，由市教委与 SMG、

东方明珠新媒体联手打造的全国

首个中老年专属学习平台“金色学
堂频道”正式开播，推出面向“50+

人群”的电视课堂。针对老年人的
作息习惯，播出时间为每天 15时

到 19时。《金色公开课》是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创新教学类节目，充分
发挥名家资源，定期举办各类老年

人感兴趣的线下活动。《佳作赏析
课》则邀请高校的专业老师带领观

众一起重温和赏析诸如《渡江侦察
记》《上甘岭》《狼牙山五壮士》《芦

荡火种》《邓世昌》等一批红色经典

电影和剧目。
一位老年用户表示：“金色学

堂的课程非常丰富，又特别实用，

比如‘智能手机训练营’，就针对我
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的手机

使用问题进行讲解。跟着视频学习
后，我们也能熟练地使用手机展示

健康码、打车、挂号、预约订餐了，
这确实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在为人

民群众办实事。”
据介绍，“金色学堂频道”是由

付费频道转向免费开放的公益频

道。电视直播频道屏幕大、操作简
单等优势受到老年用户的广泛认

可，日均收看用户超过 100 万人
次。在以前常常“一位难求”的上海

老年大学，正是通过“金色学堂频
道”把课堂搬到了电视大屏上，使

得未能进入线下教学点的老年朋
友同样能得到学习的机会，尤其是

一些足不出户的老人，也能共享学
习的快乐。

首席记者 王蔚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
“作为一名党员，能在建党
百年这个特殊的日子，在黄

浦江游轮上举行婚礼，我感
到无比激动和荣幸，这个神

圣时刻，我将终生难忘！”新
郎、部队教导员吴飞腾的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神采，他

说，“成长不忘党培养，誓为
祖国站好岗。”7月 1日晚，

上海市双拥办、上海警备区
政工局、上海市拥军优属基

金会一起，为驻沪部队包括
吴飞腾在内的 14名官兵和

他们的妻子，在行驶于江面

上的游轮上，举办了一场集
体婚礼，新人们还欣赏了

“永远跟党走”灯光秀。
据介绍，这 14位新郎

都是中共党员，由于部队战
备训练任务重，他们没时间

操办婚礼，部队领导对此十
分关心，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市双拥办、警备区政工
局与市拥军优属基金会“帮

忙”筹办了这场隆重的集体
婚礼。

在游轮一楼大厅的大
屏幕上，打出了“缘结军营、

情定‘七一’”及“初心不改、拥爱前
行”的红色大字，体现了这场婚礼的

特殊性，现场的新人们笑容满面，喜
气洋洋，分批双双登台，接受地方和

部队领导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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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儿郎背起书包上学堂”
    上海全面推进老年教育“十五分钟学习圈”建设,

形成一批街镇社区（老年）学校优质校

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