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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关，收白菜；

第二关，烹饪白菜……
您已经勉强通关！”舞台

上，伴着熟悉的“超?马
里奥”游戏音乐，几名高

中生正忙得满头大汗，
复刻两个月前和伙伴们

第一次在农家大灶生火

做饭的场景。为了准时
开伙，采购组的同学第

一次见到清晨 5时的小
菜场；一不小心，柴添多

了，火苗蹿得老高，幸有
经验丰富的老农出手相

助，才没将一锅肉烤焦。
回忆这闯关的艰辛，大

家感叹，这经历比刷题
更难忘、也更珍贵。

这是记者日前在上
海中学“田野·锻造———

红色研学，绿色学农”活

动总结汇报现场看到的
一幕。今年1月初，上中组

织全体高二学生赴崇明，

将“红色研学”“课题探
究”“生存训练”与“绿色学

农”有机结合，着力培养学
生的爱国主义情怀、社
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6天的崇明行，给同学们留下
一段独特的青春回忆。舞台上，十

六七岁少年也用他们独有的方
式，记录下收获。高二（8?班是数

学班，数学竞赛“金牌选手”常皓

文拿着一颗大白菜沉思的镜头，
被同伴捕捉下来，投放在大屏幕

上，引来大家会心一笑，也成为现
场微课的话题。“作为一名数竞赛

生，你是怎么看做题和种菜这两
种截然不同的劳动呢？”面对杨

恺彦老师提问，常皓文思路清晰：

“做题和田间劳作相同之处在于
有付出才有回报，我也坚信我的

脑力劳动成果会为今后的农业作

出贡献。”

“我们开展了基于
水环境监测的上海水源

地变迁调查及前景展
望，选取了生活区、湖心

岛、农业区以及东滩湿
地四处水样，利用分光

光度计分别测定了其硝

酸盐、氨氮以及正磷酸
盐含量作为定量指标进

行分析。”高二（7?班王
一粟、尹越、邵立行三名

同学将实验台搬到了舞
台上。这也是同学们近

一周研学活动的缩
影———除了体验农家生

活，接受野外生存挑战，
一周时间内，大家根据

兴趣，选择地理、生物、
历史、政治等四个领域，

参观青草沙水库、东滩
鸟类国家?自然保护

区、崇明区烈士馆、竖河
镇大烧杀纪念馆等地，

并以 2-3人为单位，开
展课题研究。

地理小组关注崇明
东滩湿地发育和生态价

值、崇明岛地表水环境监测等课题；

生物小组围绕花卉品种培育与现代

花卉产业发展、崇明东滩湿地鸟类
物种多样性等展开调研；在竖河镇大

烧杀纪念馆内，不少同学第一次知晓
这段历史，并开始追溯抗日战争时期

崇明军民奋勇抗争史；崇明区红色旅
游资源丰富，政治老师引导学生按照

“踏着革命先烈的足迹”“回顾共和国

的建设历程”“感受社会主义建设新
成就”等主题，分类开展调查，分析崇

明红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让同
学们近距离接触中国的乡土大地，

在劳作中切身体验乡土中国的智慧
与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感受劳动

的意义。 首席记者 陆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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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工程师为孩子们解开月壤之谜

到国博月球样品展近距离“赏月”

    泥土地是柔软的，脚底的触感

直观传来；泥土地也是坚韧的，铁锹
铲尖的阻力也是如此直观。而这就

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大学里用半年
的时间，以智慧和汗水，在春天播种

希望，在秋天收获喜悦。今天上午，
130余名上海交通大学 2020?本

科生在闵行校区农业与生物学院教

学实践基地认领了自己的“责任
田”，拿起锄头躬身耕地。热门的精

品通选课《走进神秘的番茄世界》和
高人气“葡萄与葡萄酒文化”社团也

有了劳动教育实践课程模块。
细心地捡拾出影响种植的石

块，翻除残留的芦苇根，铺好通向田
地的道路，学生们今天的任务是平

整土地。前几天连日春雨让泥土湿

润，大家一个个都成了“泥腿子”，但

是好的土壤条件是一切的开始，大

家仍然悉心以对。挖沟、起垄、改良
土壤，还要选苗、制定种植方案，各家

“责任田”还有不少专业活，学生们一
时间还有些“无措”。动起来，迈开腿，弯

下腰，心里有想做的事，手里就停不下
来。“差不多等到军训的时候，我们能吃

到自己种出来的果子了，很期待。”学生

李宇飞在家也帮父母干过农活，但今
天也是第一次下翻没有开垦过的地，

手里这把铁锹，沉甸甸的，虽然感觉挺
辛苦，却也充实。不同于粗放“学农”或

是走马观花式的参观体验，上海交大
农业与生物学院依托园艺学、食品科

学与工程两个学科，构建了葡萄与葡
萄酒生产、番茄种植与果干生产两个

系统化的劳动教育模块，形成从种
植到生产加工的全链条劳动体验。

这也是一堂深刻的思政课，从课

堂到田头，这场种植实践的背后也是
一次兴农的体验。“番茄有17个品种，

我们现在吃的只是其中一种。”赵凌侠
教授在导论课上告诉学生们，“从野生

番茄品种中培育出适合自己国家种
植、食用的品种，这是一件竞争激烈

且任重道远的事情。”

“大家不要小看农业，每株葡
萄多大、每串葡萄多大，要控制好

有许多科技含量。智能采摘、生产
加工等环节也有许多需要高科技

参与的地方。”在苗圃，宋士任老师
指给大家看经过几年培育的交大

葡萄，这些品种抗性好，已经在合
作基地推广种植，他邀请大家，待

到葡萄成熟时，一起去工厂酿酒、
品酒。 本报记者 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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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从种植到生产加工的全链条劳动体验

上海交大学生认领“责任田”

    自古以来月亮寄托了太多属于中国人的

情感，也催生了无数属于中国人的诗词歌赋，
但在相当长的历史中，月亮从来都是可望而

不可即。上月末，“月球样品 001号·见证中华
飞天梦”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嫦娥五号

带回的月壤面向公众展出。远在天边的月壤
如今近在咫尺，可以近距离“赏月”，人们兴奋

不已且急不可待，预约人数几乎每天爆满。

观众直奔“月壤”而去
昨晨 8时刚过，国博北门就排起了一列

长队，有老人有小孩，还有观众拉着行李箱，

一问才知是千里迢迢下火车便直奔国博来看
月壤。3 月 16 日开始来京不再需要核酸检

测，来看月壤的外地观众逐渐多起来。
探索浩瀚宇宙是人类的共同梦想，月球是

离地球最近的星球，又蕴含着丰富的资源和能

源以及特殊环境，世界各国发展空间探测大都
从探月开始。自 2004年以来，17年间中国探月

工程成功完成 6次发射任务。2020年 12月 17

日，嫦娥五号返回舱安全着陆，带回 1731克的

月球样品，首次实现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
走进国博，蓝色环形墙包围的开放式展

厅犹如浩瀚深邃的探月旅程。按照顺时针方
向缓缓移步，嫦娥五号返回器及其主降落伞、

嫦娥一号、嫦娥三号着陆器、五号轨道器、上
升器、着陆器模型等各种实物、模型和大量图

片资料，带观众一步步了解中国探月工程
“绕”、“落”、“回”三步走规划的实现历程。

不少观众直奔“月壤”而去。盛放在水晶
容器中的 100 克月壤在灯光映照下散发出

神秘的色彩。此样品与美国太阳神号及苏联

探月计划早前取回的月岩月壤样本大有不

同，嫦娥五号的着陆点在月球正面的西北部，
这里是月球最大的月海———风暴洋，此前人

类探测器从未在此着陆过。嫦娥五号采样点
距离美国及苏联的采样点非常远，且该处火

山活动较其余年轻，可助研究月球内部能量
衰竭，并更加全面了解月球地质演化历史，

这也意味着嫦娥五号月球样品很可能取得

不一样的结果，有独特的科研价值。

多维度展现探月成果
月壤珍贵，盛放月壤的容器也极尽巧思。

此容器设计思路借鉴国博馆藏系列青铜

“尊”，外部造型高 38.44cm，象征地球与月亮

间平均间距 384400km。宽 22.89cm，象征嫦娥
五号自发射到返回的任务时长 22.89天，从多

维度展现了中国探月工程的辉煌成果。
展场里一群孩子格外引人注意，近前打

听得知亲历嫦娥工程的一位总工程师亲自
讲解。科学家们 17年如一日“追逐梦想，勇

于探索”，推动了航天大国的奋力前行，更让

中国人为之骄傲和振奋。嫦娥五号厉害在哪？
月壤和地球土壤有何区别？当科学家辛苦不

辛苦？……一路走一路看，孩子们好奇问，女
工程师详细答，把探月工程振奋的精神和

自豪感转化成孩子们的梦想。

希望月壤到上海巡展
上午 10时，大量观众在月壤前拍照滞留，

安保人员不得不采取限流措施，让每个观众都

能很快近距离欣赏到月壤。“这就是月壤，太震
撼了！”一名说上海话的观众引起记者注意。小

伙子名叫方恒，是上海音乐艺术学院老师。看
完月壤，方恒来到嫦娥五号任务月面展示国旗

面前。这面国旗重量仅 12g，针对月面高低温交

变、真空及辐射等特殊环境要求，科研人员发明
了国旗表面色彩构建及耐紫外辐照等多项后

整理技术，既能满足材质强度要求，又能满足染
色性能要求，还能保证国旗卷起时在正负 150

?氏度温差环境下不会粘连在一起。“今天起
了个大早到天安门广场看了升旗，那种神圣和

庄严的感觉平时很难体会到。旗开月表五星闪
耀，这抹鲜艳的中国红令无数中国人为之骄傲

和振奋。”方恒说，回到上海后要把这些深切的
感受写进音乐里，也希望月壤能赶紧到上海巡

展，亲朋好友都有机会近距离“赏月”。
“嫦娥”“玉兔”“天宫”“天问”……这

些词语古老又现代。中国人正在用科技的力
量，让古人美丽的梦想一个个变成现实。月球

样品 001号展区背后是一台天问一号火星车
模型。2月 24日 6时 29分，我国首次火星探

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实施第三次近火
制动，进入火星停泊轨道。探测器将在停泊轨

道上运行约 3个月，进行科学探测，为择机着
陆火星做好准备。“天问”正在实施火星之问，

探月工程四期即将开启，中国人“探索浩瀚宇

宙，建设航天强国”的梦想永不止步。

驻京记者 潘子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