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紫”音有你 浪漫满园
第七届“2024上海

薰衣草节”近日在上海

国际旅游度假区开

幕。薰衣草节以“‘紫’

音有你”为主题全新推

出“公园+”概念，设置

品牌互动、艺术互动、

网红餐饮市集、音乐舞

台、自由露营五大板

块，以及温馨母亲节家

庭主题活动、Rolling

Stone流行音乐展演、

流行音乐派对和欢乐

儿童节主题活动等。

图为市民游客在薰衣

草花海打卡游玩，尽享

浪漫之旅

本报记者 周馨
杨玉红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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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养过猪
成绩背后，是80后新上海人赵峰及其团

队的默默付出。他不仅深度参与数字化农场

的设计工作，更肩负着农场日常管理与持续

升级的重任。“‘数字化农场管理员’最重要的

职业素养是什么？”面对记者提问，赵峰给出

了一个出人意料却饱含深情的回答：“我认为

最重要的是对农业有情怀和热爱。”

赵峰在农村长大，小时候帮家里人下田

种地之外还养过猪。回想起那段日子，他说：

“手工养猪十分辛苦，要割猪草备饲料，铲粪

便堆肥料，天热时还要给猪浇凉水，防止它们

中暑。”农民的辛苦让他特别向往高效率的农

业生产。大学本科毕业后，赵峰在福建农林

大学生物工程专业攻读微生物方向研究生，

并取得硕士学位。其间，他了解到“循环农

业”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主流，这也成了他的努

力方向。2022年，上海松林食品（集团）有限

公司准备建设大数据中心，赵峰果断加入。

开局最艰难
刚到公司，对农业大数据要怎么做，赵峰

根本摸不到头脑。当时，大数据在工业领域

已有较为成熟

的应用，但在农业

领域却几乎是一片空

白。赵峰回忆，当时技术供

应商来展示的方案，几乎都是针对工业产品

的。“数字孪生”对他来说更是全新的概念。

为了在农业领域开拓大数据应用新天地，赵

峰重新拿出攻读研究生的劲头，一点一点、成

摞成摞地啃资料。

“数字孪生”，要求立体化、无死角地再现

猪场。因此，赵峰需要全方位了解、设计猪场

环境。总面积5万多平方米的养猪场，赵峰带

着技术团队跑了不知多少次，每次进厂都要洗

两遍澡，检测是否阳性，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在

里面走上大半天。“这样一遍遍跑下来，猪场已

经在我的脑子里‘孪生’了。”赵峰开玩笑说。

解决大难题
除了实地考察，开的会也数不胜数。赵

峰和同事常常到晚上10时还在“头脑风暴”，

从初版到最终版本，方案翻改了近30%。确

定需求也是难点，经过无数次研讨，包含数字

采集模块、预警分析模块、数字看板

模块的农业大数据平台终于出

炉，猪场的环境控制、饲喂控

制、粪污收集资源化利

用，都有每10分钟更新

的实时数据，大大减少了

猪场的人力成本，解决了

农业“精细化成本控制”

这一最大难题。

如今，赵峰随身携带的电脑

里就装着一个“虚拟猪场”。每

天，他只要打开笔记本就能查看各项

数据，检查猪场的运行情况。“比如，每天猪的

饲料量、喝水量是否正常，突然少吃或多吃，

都可能是出现了健康问题。”赵峰向记者介

绍，需要每天查看的事项还有很多。下一步，

他计划将农场的大数据系统进一步升级，让

这项技术越来越成熟，不断挖掘智慧农业的

无限潜能。

本报记者 曹博文

新上海人赵峰有一个“随身携带的养猪场”——

数字化养猪：1个人管    头猪

采访当天，赵峰特地穿了一套灰蓝色
的西装，可古铜色的皮肤，还是农业人的底
色。2021年，松林万春生态农场将猪场搬
入四层小楼，实现数字化、自动化饲养——
1个人能管5000头猪。养殖产生的猪粪尿
可以生产沼气、做成肥料种菜，资源化利用
率达到100%。“猪—沼—菜”的循环农业发
展方式，不仅成了行业楷模，更让“高科技”
成为农场标签，吸引全国各地参访团和媒
体记者纷至沓来……

职场 新舞台

老师提问，学生回答，这是课堂常态。

但是，除了关注答案正确与否，你是否想过，

问题质量的高低，对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会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时候，课堂沉闷不

该只怪学生走神，也有可能是老师的问题根

本让人提不起精神。

过去两年，围绕“提问”的话题，上海市

向明初级中学在部分学科开展了一次有意

思的探索：教室里除了一名执教老师，另有

数名老师对其提问方式、数量和学生的反

馈进行统计。让人惊喜的是，两年实践成

效明显：对60节课的追踪分析显示，老师提

的“批判性问题”和“创造性问题”比以往

增加了约50%。那些一看便知或者靠机械

记忆就能答对的无效或低效问题，明显减

少了。

校长冯强介绍，这是学校和首都师范大

学团队合作开展的一项名为“指向思维优化

的学科教学教型”研究，引导老师“高质量提

问”成了课题的主要任务之一。

“老师提出的问题不能只停留在记忆层

面，学生只有参与高质量的智力工作时，才

能提高对概念知识的理解，增强自身能力。”

冯强说。

“观察这个装置，小球是否有可能落入

下方的每一个区域？”“小球落入某个区域的

次数最多，是否代表这个区域的概率最大？”

“如果让你为我们班级明年活动的展台设计

一个抽奖游戏，你会选用什么方式呢？”在一

节初二数学课上，记者看到，教师沈茜正通

过一个有趣的抽奖游戏，引发同学们对路径

问题的思考，课堂气氛活跃，“如果我是游戏

的设计者，我知道怎样才能取之有道地‘搞

钱’”“哈哈，我知道应该把贵一点的奖品放

在哪里，可以欺负‘冤种’”“概率的知识让我

知道，消费者不能贪图小便宜。我以前就有

一次想试运气，结果花了一百多块压岁钱也

没中奖……”

下课几分钟后，几位同事列出图表，揭

示沈老师讲课吸引学生的秘密——这节课

上，推理性问题占比最高，达55%，其次为创

造性问题（20%）和批判性问题（15%），包括

“你如何将60元奖品合理分布至底层奖项

区”“你认为活动总预算需要多少”“如果要

将中奖率控制在35%左右，你该如何放置奖

品”等，而记忆性问题占比最低，仅为10%。

学生的回答类型也被精准地分为“机械判断

是否”“认知记忆性回答”“创造性评价回答”

等，一目了然。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老师这一节课

提问的密度有点高，要注意把更多的思考

空间还给学生。”在肯定课堂成效的同时，

数学备课组长唐张勇直率地提出改进意

见。他表示，两年来已明显感到，有了这些

数据“加持”，自己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以往

教学中的不足，提醒自己不要随口问出“无

效问题”，将更多时间留给同学们开展小组

讨论。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同一个问题

在每个人眼中的难度也不同。为了让大家

的思维都活跃起来，老师们也有“小心

机”——要求学习能力相对较弱的组员承

担代表小组总结发言的任务。这样一来，

这些同学就不得不打起精神，聆听、记录和

消化其他同学的观点。思维的能力，也就在

不知不觉中提高了。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学生上课走神，
是因为老师问得不行？

向明初级中学探索引导“高质量提问”

本报讯（记者 杨洁）夕阳斜照，月上枝

头。5月8日晚，伴随一场沉浸式“穿越之旅”

游园会，位于嘉定区新成路街道的江南秀野

文化园开门迎客，嘉定江南文化有了一张“新

名片”。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

园，花竹秀而野……”游园会伊始，在悠扬的

古琴声中，一名古装男子扮作苏轼赋诗一首，

道出“秀野”内涵。“序”“风”“雅”“颂”……随

着一幕幕沉浸式演出，游客穿行园内，移步易

景，处处江南风韵。

江南秀野文化园占地近2200平方米，包

括秀野园、秀野堂、秀野台三部分。主体建筑

秀野堂建筑面积近300平方米，由浦氏家族建

于1927年，2010年被嘉定区登记为不可移动

文物。去年11月，秀野堂启动本体修缮及周

边环境提升工程，工程历时半年，在修缮过程

中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诊断方式，通过3D扫

描、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为后续

工作提供数字化证据和支撑。

秀野堂内的东厢房，是浦氏家族的陈列

馆。作为嘉定知名的文化世家，浦氏家族见

证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变迁。东厢房有浦氏一

族的传记、浦氏名人和浦氏文化研究成果，同

时也讲述了嘉定被称为“教化之城”的缘由。

西厢房则以嘉定非遗为线索，复原卧房场景，

游客可沉浸式体验药斑布、葫芦烙画、徐行草

编、鲁班锁、嘉定竹刻等非遗文化。

活动现场，“江南秀野文化月”同步启动。

未来一个月，秀野文化园将以江南秀野文化、非

遗传承、节日节气等为主题推出特色活动。此

外，“云上秀野”发布，公众可以关注“美丽新成”

微信公众号线上参观江南秀野文化园。

在开幕式上，“秀野讲堂”“新民社区实训

基地”同时揭牌。江南秀野文化园将与上海

报业、新民晚报报系跨界合作，建立新民社区

实训基地，开设“秀野讲堂”，邀请上海文化界

的学者、新闻传媒界的前辈来此开讲。

江南秀野文化园开门迎客
“秀野讲堂”“新民社区实训基地”同时揭牌

教育新观察

■ 自动化养猪场大数据尽在掌握 本报记者 陶磊 曹博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