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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春润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上海滩涂生物资源开发研究所所长沈竑，原

来并不是崇明岛上的人。
“我 1995年来崇明一直在做生态农业。”

沈竑是浙江湖州人，本科和硕士先后毕业于
浙江水产学院（现浙江海洋大学）和上海水产

大学（现上海海洋大学），专攻水产养殖。后来

因为工作缘故，经常搭乘渔船到崇明、长兴、
横沙三岛做生物资源调查，从此与上海结缘。

1997年，33岁的他放弃了国家海洋局高级工
程师的“铁饭碗”，跑到崇明岛去养蟹。

研究河蟹繁殖并不是一件简单事。今天
沈竑拿一个网兜，可以在池塘里随意捞出“小

螃蟹”。但多年前，崇明还没有本地的人工繁
育的河蟹苗，靠捕捞天然蟹苗，产量极不稳

定，价格也不便宜。河蟹育苗就成了当地农民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沈竑先后在崇明

团结沙等养殖基地工作。在当时艰苦的生活
环境下，他没有退缩，最终研究繁殖出了崇明

首例人工河蟹苗。正是那次成功使他决心扎
根岛上从事生态农业。

在外界看来，他的实力和眼光证明了“绿
色想象力”的价值。2004年，他从古代东汉时

期就有的“稻鱼共生”获得灵感，孵化出“稻虾
鳖共生”的种养模式。2008年，他创立上海春

润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继续致力于发展种
养结合的“稻虾鳖”生态养殖链。再后来，他发

现林地里的沟渠养出来的鱼健康又美味。

共生
如今，合作社拥有 500多亩岛内种养结

合基地和 2500亩岛外虾蟹生态精养基地。在

沈竑的生态水产园里，“稻虾鳖共生”模式生
产出的“虾恋米”“稻香鳖”“禾偕虾”等产品都

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认证。
这几个简单却别有深意的品牌名字，背

后是他多年的用心———在岛上，他努力让稻

子、小鱼和小虾们长成它们本来应有的样子。
在他看来，敬畏自然之“道”，才可能一步步实

现可持续发展。
如今，合作社已经拥有不少老客户。沈竑

也会邀请他们上岛来看看那些上了餐桌的美
食最初的样子。这就是他致力于打造的“田间

超市”。“水在林中流，鱼在水中游，人在林中

悠，鸟在林上飞。而让鱼跟稻共生，让鱼跟树
共生。可以让农民在做生态农业的同时，能够

真正体会到生态就是‘金山银山’。”他说。

初心
与很多人一样，去年也让沈竑颇有感慨。

刚开始的时候，疫情对农业生产也带来了一

定影响。但随着当地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生

产很快就基本恢复了。沈竑觉得，从哲学层面

来看，生态农业是和人的欲望作斗争的。他觉
得“人类要控制好自己的欲望”。

“我们的初心就是为人们提供健康的食
品。有?多人才来做生态农业，有了可持续

性。”在他看来，核心是“人”———生态的理念
只有在交流和互动中才能深入人心。“只有?

多的人走入乡村、走进自然，才能与自然融为

一体，才能让我们的理念?加生态。”
沈竑在崇明岛这些年，十分关心乡村事业

的传承。“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有人能进来。”
他希望?多年轻人才到农业领域来发挥想象

力。去年，他应邀作为同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兼职教研员，开设了《高附加值农产品种养结

合循环农业》课程，把自己的理念传递给?多
有志于生态农业的年轻人。 吴宇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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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蓝色卫衣，牛仔裤，方框眼
镜。56岁的沈竑站在上海春润水产
养殖专业合作社门口。在崇明岛清
新的空气和微风中，他的笑容看起
来很温暖。

他来自浙江湖州，在这个岛上
已经待了 25 年，一点一点看着自
己的梦想变为现实，也看着这座岛
越变越美、越来越好。对沈竑来说，
崇明岛是一个梦想之岛，让他的“绿
色想象力”诗意地栖居。

一周速递

上海光源

上海时尚
新建筑

    上海光源（SSRF）是目前世界上性能最
好的第三代中能同步辐射光源之一，在科
学界和工业界有广泛的应用价值，位于上
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占地面积约 20 万
平方米。

孙中钦 摄

春季十大热门博物馆
    近日，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了《2021
年第一季度旅游经济运行分析与上半年趋
势预测》，预测 2021 年上半年国内旅游人
数 17.22 亿人次。博物馆、美术馆在经历了
闭馆、限流等疫情防控措施之后，旅游热度
并未降低。

综合各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1 春季
十大热门博物馆分别为陕西秦始皇兵马俑
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
馆、湖南省博物馆、北京国家博物馆、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馆、江苏苏州博物馆、四川金
沙遗址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和北京自然博
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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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大城市纷纷加入“抢人大军”的今

日，“在校大学生数量”这一代表城市人才供

给与储备能力的指标受到关注。根据 2019

年-2020年各地的统计公报，国内在校大学

生最多的城市是广州、郑州、武汉、成都、重

庆等，名校云集的北京和上海则在研究生

数量上?胜一筹。

广州 发展潜力足
在华南地区，广州是高校最为集中

的城市，根据《2020 广州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数据显示，2020

年，广州本专科在校生达到 130.71万

人，比上一年增加 15万人，数量居全国

第一，研究生数量达 12.88 万人，位居

全国第六。高校招生办负责人高老师

表示，广东省是人口大省，加之深圳和

珠海的高等教育资源整体规模与广州

还有一些差距，因此广州的在校大学生

数量会全国领先。“广东省巨大的发展潜能

和活力对高端人才也具有吸引力，未来这座

城市的大学生数量可能一直保持在高位。”

郑州 人口基数大
郑州是河南省内高等教育资源最集中

的城市，2020 年在校大学生数量达到 120

万人，其中本专科生数量仅次于广州，约为

116万人，研究生数量为 3.83万人，超过了

武汉、南京、西安等城市。

河南省常住人口超过 9600万人，省内
高层次院校资源相对匮乏，这也许是郑州在

校大学生数量排名靠前的主要原因，为了进
一步巩固城市人才供给，近年来郑州也的确

在教育领域打下基础，为了持续积淀高端人
才不断努力。

武汉 留才吸引力
湖北的 7 所双一流大学全都在武汉。

2019年，武汉在校大学生数量大约 115万

人，其中研究生有 14.93万人，仅次于北京
和上海。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都以在校

学生数量多、学术水平高著称，与其他各所

高校共同缔造了“每十个武汉人中就有一个
大学生”的传说。

武汉近年来也成为最受大学生青睐的
就业城市之一。据武汉多所高校发布的

2020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显示，在
多所高校的本科和研究生毕业生中，留在武

汉的人数超过其他省市。其中，华中科技大

学调研数据显示，2017年，该校留在湖北占
比为 24.67%，而到了 2020年，留在湖北人

数升至 33.91%。此外，研究生群体留鄂留汉

人数也稳居首位并持续攀升。武汉大学
2020年发布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

该校本科生留鄂人数比例为 25.62%，研究

生留鄂人数占比 36.20%。

川渝 双城争“学霸”
成都有 8所双一流高校扎堆，数量排名

全国第四。2020年，成都在校大学生数量大
约 104万人，其中研究生数量 11.1万人，稳

居全国城市前列。
作为人口超过 3000万的直辖市，重庆

共有 68所大学，2020年重庆有超过 100万

在校大学生，其中研究生数量 8.31万。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正式成为中国

经济“第四极”的今天，从四川大学、电子科
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四川

农业大学、重庆大学、西南大学 7所高校的
毕业生数据来看，重庆、成都两地高校对于

毕业生的吸引力明显增强。比如，四川大学
毕业生选择在成都就业的比重，从 2018年

的 39.52%，提高至 2020年的 43.64%；重庆
大学毕业生在重庆就业比例也从 2017年的

29.7%，提高至 2019年的 32.80%。但与上
海、广东部分名牌高校的本地就业率动辄

70%以上的比例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京沪 掐尖高端人才

2020年，北京在校大学生数量大约 98

万人，其中研究生数量却有 38.7万，居全国

第一。从现阶段的情况来看，在校研究生的
数量排名和高等教育实力的排名基本一致，

在这一点上北京领先于其他城市。与北京具
有较高相似度的上海也是如此,?加注重人

才的精度。2020 年，上海在校本科生有
54.07万人，研究生数量 17.81万，排名全国

第二。在全国高校中，上海高校毕业生选择
毕业后留在本地就业的比例是最高的。各地

人才也将上海作为就业首选地之一。许璟莹

在崇明岛安放所有的绿色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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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竑在池塘查看蟹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