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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三万里
收获“精神与品格”

7月15日从上海出发，历时近

一个月，总行程三万里，“特种兵式”

跨越西北、西南、东北、华北、华中

11省市，寻访到36名与共和国同龄

的三线建设者，实地考察、探访了

17家从20世纪三线建设时期建立、

成长起来的装备制造企业……

这是这个暑期里上海电机学院

“寻访、传承三线建设精神”暑期实

践团交出的答卷。据悉，该实践团

也是今年全国大中专学生“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之乡村振兴“笃行计

划”专项行动全国示范性团队。

“大学期间最重要的收获有三

样，排第一位的是精神和品格，第二

位是学习的能力和方法，知识只能

排在第三位。很羡慕你们能有这么

好的机会参与寻访共和国三线建设

者的活动。这个活动最能锤炼参与

者的精神和品格，它必将让你们受

益终身。”在武汉，东风汽车集团的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杨青勉励实践

团的师生。

在甘肃天水长城开关厂旧址，

1970年毕业就来到这里的舒福玉

自豪地介绍：“只要甲方来到厂里参

观，就一定能成功签单。当年，我们

的这条数控机床生产线是国内最先

进的。”

在湖北十堰，这座因为三线建

设而建立的城市，一度被称为“十堰

是二汽的十堰”，来自上海的殷鑫泉

回忆，“我们刚毕业到这里的时候，

十堰还只是个镇，镇里只有一条泥

泞的马路。当年的口号是先生产、

后生活，我们自己干打垒、动手建厂

房，住芦席棚。”殷鑫泉的一双儿女

后来都留在十堰工作，“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

命，我们没有辜负时代”。

在沈阳、北京、成都，都留下了

实践团的足迹，成员们见到了曾经

的三线建设者或者知情人，实地探

访了曾经的三线建设企业和援建企

业，获益匪浅。

“这近一个月的寻访，给我上了

三节课，分别是‘四史’课、素养提升

课、专业技能课。”实践团成员，来自

电气2114班的刘圣典感慨，“这三

万里的经历是一次覆盖思想、心态、

知识、能力的全方位洗礼，这数十位

与共和国装备制造业一同成长的老

校友，一句辛酸不足以描述他们的

艰苦，几页传记也写不尽他们的荣

誉。新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每一步发

展、每一次突破，都是他们留下的不

朽丰碑。”

“我们一步步走近慢慢远去的

三线建设历史，聆听一位位头发斑

白的老人讲述一个个鲜活的故事。

这些城市、这些装备制造业的成长

与壮大逐渐呈现在我眼前。他们响

应国家号召，背井离乡，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他们靠勤劳的双手和不

懈的追求成就了如今的辉煌。他们

的精神不应该被忘却，他们的故事

还将继续。”实践团成员，来自电气

2112班的胡心依如是说。

记者获悉，作为一所与中国装

备制造业发展息息相关的应用型

高校，上海电机学院建校70年来，

为国家工业建设和装备制造业发

展输送了十余万名优秀毕业生。

即将迎来70岁生日的这个暑期，

该校实践团通过走访校友，考察三

线建设企业，挖掘整理出三线建设

时期一部分电机毕业生在中国装

备制造业奉献的故事和成就，这些

育人资源也将更形象地阐释学校

“因产而生、随产而进、偕产而兴”

的历史。

本报记者 郜阳

一群年轻人跨越十一省市“走进”三线建设历史

暑假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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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昨天，

在金山区廊下镇万亩粮田内，由上

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首席科学家

罗利军团队培育的节水抗旱稻“八

月香”雪花粳正式开镰。

一脚踏上坚实的旱地，两手抚

摸金黄的稻穗，抬头是连片种植、鲜

少田埂的金黄稻浪。盈车嘉穗，八

月飘香，一派丰收景象。和传统水

稻田不同的是，“八月香”雪花粳的

田块不再“田字格”，而是“合并单元

格”，将一块块的稻田连接起来，降

低了田坎系数，减少了进排水明沟

渠，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

长期以来，传统水稻的种植方

式使得农田周围不得不保留进排

水明沟渠和田坎，这些排水沟面积

占农田面积的7.5%以上，严重降

低了农田利用率。而节水抗旱稻

“八月香”雪花粳就有效地缓解了

这一问题，其在上海金山的示范种

植中，采用了“旱种旱管”种植方

式，在发挥节水抗旱稻节水抗旱优

势特性的基础上，不再淹水种植，

实现“水改旱”。

“水改旱”后，“八月香”很适合

与机械化种植“手拉手”。机械化种

植过程中，可降低犁底层，增加耕作

层深度，有效利用了降水，给本就节

水抗旱的“八月香”加上了稳产的

“双保险”。据悉，在今年雨水条件

下，金山廊下的“八月香”雪花粳实

现了“0”人工灌溉。因此，农田降低

了对进排水明沟渠和田坎的依赖，

节省下来的面积可继续用于节水抗

旱稻的种植，大大增加了稻田的使

用面积。据测算，“水改旱”后的稻

田实际生产面积可增加超过4%。

不再采用淹水种植，彻底颠覆

了传统水稻的碳足迹。罗利军告诉

记者，根据对水稻生产、运输、加工

环节的碳足迹评估发现，水稻在生

产环节的碳排放占比最大。而“八

月香”雪花粳采用了旱直播旱管种

植模式，降低稻田直接温室气体排

放幅度达97%，从水稻生产环节大

幅降低了碳排放。科研人员还跟踪

了“八月香”氮肥施用量和缓释肥施

用效果，发现节水抗旱稻可实现施

氮量比上海市水稻平均施氮量减少

11kg/亩，极大地降低了水稻种植对

环境的污染。“在碳交易、排污权等

不断完善的背景下，‘八月香’的生

态价值将进一步展现。”

在提升生态价值的同时，“八月

香”应用“稻+”模式的经济效益和

拓展经济效益也让农田增产、农民

增收，特别是“稻+生菜”“稻+玉米”

的种植模式实现了经济效益的显著

提升。得益于“八月香”可采用旱直

播旱管种植方式的优势，“稻+”模

式还拓展出“生菜+稻+生菜”“生

菜+稻+玉米”的多种模式，极大地

扩展了农户的增收空间。截至目

前，“八月香”雪花粳不仅在上海金

山廊下种植，还走向了闵行浦江镇、

金山漕泾镇、浦东惠南镇，在上海各

地种下了节水抗旱稻的种子，在上

海田间探索都市水稻生产提质增效

的可借鉴路径。

节水抗旱稻“八月香”雪花粳开镰
提升农田利用率 节水减碳降污染

盛夏，太阳落山，在家小

酌或在外欢聚，畅饮啤酒是

件痛快的事。只是，现在喝

啤酒似乎少了些“上海味

道”，不像从前，满街都是本

地产的各种牌子啤酒，很有

亲切感。

啤酒在   世纪初传入

我国，没多久，这种“洋酒”就

开启了大规模本土化生产的

历程。  世纪  年代之前，

家里没有冰箱，吃晚饭前，老

爸会差使孩子左右手各拎两

个空瓶子去烟纸店换两瓶啤

酒。那时没有洋啤，连青岛啤

酒也很难买到，都是贴着花花

绿绿商标的上海产啤酒，光

明、东海是卖得最俏的，其他的牌

子有江南、上海、海鸥、华光、飞鸽、

淀山湖等。我还喝过本地产的天

鹅牌红啤酒，倒进白瓷碗里，淡红

的液体慢慢被一层白色泡沫覆盖，

特别馋人。印象里，华光厂的大众

牌啤酒是最便宜的。

那时，上海人也很爱喝生啤，

但不是用食品袋提溜着走的。因

为，装在食品袋里的啤酒，会给人

留下不好的观感，用上海话说就

是“腻心”。上海人是用热水瓶

去泡生啤的，常常要排很长

的队。开晚饭了，全家每人

倒一大碗，小菜是盐水毛

豆、皮蛋豆腐、冷拌落苏、毛

豆蒸臭干，偶尔再弄点小水

产开开荤，这样的夏天才真

叫“过瘾头”。

我喜欢走到哪里就喝哪

里产的啤酒，有很爽口的，也

有口感很差的，这也算是一

种舌尖上的旅行吧。到青岛

喝纯生青啤，到哈尔滨喝果

味哈啤。我还在新疆喝过

“夺命大乌苏”，那可是啤酒

里的烈酒。

老早我住在大自鸣钟

附近，常去宜昌路玩，因为

那里有上海啤酒厂，老远就能

闻到酒花的香味，后来还知道，

老厂房是邬达克设计的。现在

我也会沿苏州河岸边散步到梦

清园，那里鸟语花香多了，但啤

酒的麦香早就没了。

如今上海的啤酒市场供应极

其丰富，世界许多地方的啤酒都

能买到。但是，对于一座有相当

底蕴的城市来说，尽可能地保留

或恢复一些本土老品牌啤酒，应

该不会是件很“上头”的事吧。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张嘉

煜 记者 孙云）假如在ATM机上

捡到了4万元现金，你会怎么处

理？近日，本市发生的一件好人

好事给出了很好的示范。在上海

松江，一名拾金不昧的好市民

面对4万元现金毫不心动，主动

报警上交。经过民警和银行工

作人员的努力，成功找到因为打

电话而遗忘这笔现金的“马大哈”

失主。

7月31日17时许，松江公安

分局泗泾派出所接到市民黄先生

报警称，其于一家银行的ATM机

上捡到4万元。民警立即赶赴现

场，从黄先生手中接过4万元后，

随即联系银行负责人调取该相关

时段的公共视频，并安排所内警务

力量抓紧查找现金失主的去向。

经过大量工作，民警成功与失主马

先生取得联系，并在次日将4万元

完璧归赵。

马先生回忆说，7月31日中

午，他将12万元现金分装在3个白

色纸袋中前往ATM机存钱。在此

过程中，马先生接到了家人打来的

电话，取出银行卡后便匆匆离开

了。粗心的马先生误以为自己已

将所有现金存进银行，也没有核实

存款后的手机短信提示，全然不知

仍有一袋4万元放在ATM机上，

压根还没存！

接到民警打来的电话时，马

先生一开始还不相信，直到民警

让其核实账户情况，他才意识到

自己确实少存了4万元，所幸遇

到了好心市民和民警帮助，才能

避免损失。

好市民在   机上
捡到4万元现金

主动报警上交后还回“马大哈”失主

橙色的雄黄原石、黄色

的雌黄原石、紫色的紫泥原

石……近日，在松江广富林

文化遗址内的富林少年村举

行了“穿越千年”的岩彩画

活动，小朋友们用岩粉作

画，体验了一回古人的作画

方式。据悉，岩彩画是以岩

石矿物研磨成粉，以胶调和

后绘制的作品，古人研磨带

有颜色的矿物质岩石来作画

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记忆。

本报记者 陶磊
通讯员 高雨
摄影报道

“穿越千年”
作岩彩画

新民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