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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江跃
中）首届电竞上海全民
锦标赛总决赛前天在普

陀区主场 ESP 电竞文
化体验中心落幕。全市

共有 500 余?战队参

赛。决赛阶段，《王者荣
耀?《英雄联盟?两个赛

事项目各 4?队伍进行
了终极比拼。

电竞上海全民锦标
赛是上海首个“政府搭

台、群众唱戏”，以职业
化标准打造的全民赛事

平台，是积极贯彻“以人
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

重要实践，坚持以高标
准、高水平进行统筹策

划，切实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殷切期

待。赛程为期 48天，通
过线上线下并举融合，

打造多层次、多维度的
赛事体系，建立权威、专

业的全民赛事平台，满
足市民参与高品质电竞

赛事的需求，为上海电
竞产业打造更优质、更
具吸引力的发展环境。

据普陀区文旅局局长、党组书记周涵
嫣介绍，近年来，普陀区在电竞产业的培育

和发展上，主动融入上海建设“全球电竞之
都”发展格局，载体建设不断加速、政策保

障逐步优化，可谓亮点频频：出台《普陀区

加快发展电竞产业实施意见(?行)?，成功
引进 QG电竞俱乐部运营主体；作为王者

荣耀职业联赛官方主场的主场 ESP 电竞
文化体验中心于 5月 28日正式投入运营；

上海首批 11家获评?电竞场馆中，普陀摘
得 2席———主场 ESP电竞文化体验中心、

网鱼网咖电竞主题馆分别获得 B?、C?

认定；NBA2K18 亚洲锦标赛中国区总决
赛、SNK格斗电竞世界争霸赛中国赛、SLi

CSGO群星联赛等各类赛事相继在普陀成
功举办，电竞产业的发展热度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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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电机学院临港校区，有一块地让

00后大学生们格外牵挂。那本是杂草丛生的
荒地，如今长满了蔬菜和鲜花，成了师生们的

“心灵花园”。这不，材料学院的吴仪几乎每天
中午休息时都会和小伙伴们来地里打探一

番。在他们学院的“承包地”里，小白菜长势喜

人，前几日已到了收获的时节，可吴仪决定晚
些下手，“老师说，霜打过的菜更甜！”

从闲置荒地到如今的“心灵花园”，“拓荒

者”们正是学校的大学生们。柚子是树上来的

吗？芋头是长在树上还是长在地下？上海电机
学院学生事务中心主任张可可告诉记者，孩
子们对这些知识一问三不知。开辟“心灵花

园”的初衷是想让学生在劳动的过程中，体会

到“粒粒皆辛苦”，切身感受“光盘行动”的必

要性。
材料学院的“承包地”最大，可要说服 00

后们踩进泥地并不容易。刚听说这间“心灵花

园”，大家的热情并没有想象中高，没经验、怕
脏、怕累让不少人望而却步。学院辅导员程明

杰老家在山东农村，今年年初因为疫情留在了
学校，担心封闭管理期间留校学生的心理问

题，他带领大家耕地，种种蔬菜，倒也给平淡的
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前辈”的故事让 00后

大学生们有了兴致，可真动起手来，大家才知
道，故事好听活难做。“翻土地可累了！我们学

院认领的那块荒地到处是杂草，底下还埋着不

少碎石。”吴仪边回忆边向记者比划，“好几块

直径有 60多厘米，特别沉。”

刚开始那会儿，“拓荒者”们还担心裤腿
上、手上碰到土。干着干着，大伙儿逐渐乐在

其中，也就没了那么多顾虑。“他们之前从没
有接触过这些。刚上手时工具都不会用，翻土

都不均匀。”程明杰笑着说。他与学院另一位
老师刘志超当起了“技术专员”，手把手培养

起“小白”。排水沟怎么设计？什么季节适合种

什么蔬菜？两人稍稍点拨，大学生们通过查阅
资料自己决定。

意外还是出现了。今年 9月底、10月初的
时候，地里的菜苗黄了，这让大家有些手足无

措。程明杰看出了问题所在，但并没有点明。
在他的循循善诱下，同学们“头脑风暴”分析

情况，得出了水分不够和缺乏营养的结论。
嘿，多浇水、适量施肥后，菜苗又“活”了！收割

那天，学生们蹦跳着将自己种植、采摘的青菜

交到了食堂阿姨手中，等着出锅。凭着一张

“小菜券”，大家兑换到了一份别具意义的美
食。“自己种的，真好吃！”

“我们种过黄瓜、芋头、青菜、水果萝卜等
七八种蔬菜。黄瓜存活率有 90%，但最好吃的

还是水果萝卜，那次我们收获了 15斤左右。”程
明杰说，“种子种下去，到发芽再到结果，既是蔬

菜成长的过程，也是大学生蜕变的经历。”

据介绍，“心灵花园”今后将构建一个融
生活劳动教育、专业创新发展、生态文明教育

等为一体的校园文化育人示范项目。而在师
生们的共同耕耘下，“心灵花园”已经“进阶”

到 2.0?———无线网络覆盖后，智能灌溉系统
开始应用。学生们设计了一个小程序，对土壤

湿度、浇灌时间予以监管。大家期盼着，实践
改良后的智能灌溉系统能从学校的“心灵花

园”走向田间大棚。 本报记者 郜阳

    带有智能化芯片的垃圾桶；可以称重、拍

照、评分的智慧垃圾收运车；接地气的单体式
阳光堆肥房……昨日，全国农村生活垃圾处

理技术暨运行管理现场会在金华市婺城区举

行。记者先后来到白龙桥镇、竹马乡下张家

村、长山乡等地近距离感受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处理的新路子、新成效。

有机资源循环用
走进白龙桥镇临江生活厨余垃圾资源化

处理中心，最先看到的便是一个大大的落地

式车载集料池。三名工作人员正用铲子加快
集料池内垃圾的处理速度，并将一些不易腐

烂的“漏网之鱼”一一挑出。
这些垃圾将通过车载式上料预处理系统

进行受料和厨余垃圾的二次分拣、破碎和脱

水处理，预处理后的厨余垃圾被输送进入微
生物发酵主机中，进行 24小时生物高温好氧

发酵处理。发酵后，这些厨余垃圾就“变身”成
为高营养成分的有机肥原料。在二次熟化堆

肥间内再进行 7-10天的陈化处理，就可达到
有机肥料标准。“现在每天差不多能产出 6到

7吨有机肥料，我们周边的花卉苗木种植农户
都可以免费领取和使用。从这一年多的种植

来看，相对于农户以前的传统种植，我们这个
肥料的肥效还是比较好的。”浙江浦江加百列

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工何厚龙介绍，处

理中心建成于 2019年 10月，主要服务金华
市婺城区的 10个乡镇（街道），每天有约 20

吨的居民生活厨余垃圾被运送到此处。
截至目前，这个中心已处理近 10000吨

厨余垃圾，产出肥料约 3000吨。产出的有机

肥料用于周边花卉苗木种植，实现了有机资
源循环利用，同时也对周边地区土壤改良和

当地农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我们也希望

通过后端激励前端，在后端让大家看到厨余
垃圾确实可以通过技术变成有机肥料，以此

激励大家在前端主动垃圾分类。”

垃圾桶上装芯片
“滴。”竹马乡下张家村保洁人员拿起村

民家门口的分类智能化芯片垃圾桶，将桶上

的芯片卡对准刷卡区一扫，信息便读取成功。
之后，保洁人员通过肉眼分辨桶内垃圾分类

情况，并使用摄像头拍照存档。垃圾分类正
确，就按下屏幕旁的合格按钮，随后将垃圾统

一收入垃圾车桶内；分类不正确，保洁人员会
用钳子将不符合要求的垃圾夹出，并按下不

合格按钮，“证据”将直接传送至大数据中心，
专管员会打电话指导该户村民正确分类。

上周，这辆集称重、拍照留档、评分等多

功能于一体的智慧垃圾收运车开进了下张家

村，每天一次收集村民垃圾。它能够生成垃圾
重量、分类情况照片、分类评价三个数据，并
无线传输到金华市婺城区农村人居环境数据

监管中心，根据各分类处理区域实际运行情
况，定期生成周反馈、月总结、年报告。下张家

村深处，藏着一座 11月刚完成示范性工艺改
造的单体式阳光堆肥房。作为一个可控、动

态、完整的系统，堆肥仓的温度、湿度等各项
数据均接入后台监管系统。

堆肥臭气自动控
在距离下张家村车程约 30 分钟的长山

乡，则采用了一种更高效、快速的处理技术。

乡里坐落着浙江省首座基于阳光堆肥房技改
提升的自动化快速好氧堆肥处理中心。据长

山乡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中心站技改项目负
责人王一达介绍，与传统阳光堆肥房不同的

是，这里采用了自动化预处理、自动化多点位

下料进仓、自动化温湿度探测显示、自动化废
气收集处理等工艺技术。经过技改后，不仅对

范围内臭气、渗滤液等二次污染进行全域控
制，还大大加快了成肥速度，发酵周期由原来

的 180天左右缩短到 20天左右，堆肥房日处
理能力提高到每天 3吨。

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到人们的生活环境，
直接影响着人居环境、民生质量和乡风文明。

据了解，浙江把农村垃圾整治纳入“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五大项目，人居环境得到了显

著改善。至 2020年底，浙江省农村生活垃圾总
量将基本实现“零增长”，生活垃圾“零填埋”，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覆盖面达 85%以上。

本报记者 黄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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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种菜自己吃
00后大学生学当农民感悟 粒粒皆辛苦

农农农村村村生生生活活活垃垃垃圾圾圾怎怎怎么么么分分分？!!
金华婺城区走出“新路子”

■ 位于长山乡的农村易腐生活垃圾
阳光堆肥自动化处理中心 黄佳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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