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月  日/星期日 本版编辑/刘珍华 本版视觉/竹建英

上海新闻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博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他钟爱的书和文字为人熟知。面对台

下的高中生，他说，仍会被自己17岁时那些

毫无功利心的文字所感动。他说，“这一辈

子，最不可能放弃的事情，最美好的一件事

情，就是读书。”这位“读书人”，便是著名作

家、诗人、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赵丽宏。

9月20日，由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上

海市教委指导，新民晚报社主办的“夜光杯”

校园行活动来到市北中学校园，邀请赵丽宏

带领同学们走入“阅读的境界”。

“为什么要读书？”“怎样读书？”“读什

么书？”讲座围绕这三个问题，徐徐展开。

“如果你喜欢读书，这个世界就会无限广阔

地在你面前展开。读一本书，你就多活一

次，你的‘经历’就会无限拓展，你就可以走

到任何一个想去的地方。”在赵丽宏看来，

通过文字认识这个世界，是件非常重要的

事情。文字是抽象的，可以把景象、思想、

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认真读一本书，是否一定要做好摘抄，

再写一篇读书笔记？赵丽宏坦言，其实，未

必。从5岁起，他就有个梦想——读完世界

上所有的书。虽然是不可能实现，但让他不

知不觉养成了读书快的习惯。小学时，他总

是催着读高中的姐姐从学校图书馆借书回

来，一次能借五本，他就一天一本地看。

“用你的方式去读书，用你的方式去写

作。做到眼到、心到，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

把读过的书，从你的记忆中拿走。”赵丽宏希

望同学们意识到，“读书不是简单的接受，而

是个思考的过程。读书把我们变成思想者，

一个有独立见解的人，不会人云亦云的人。”

20多年前，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

女作家多丽丝 ·莱辛的一次对话，至今令赵

丽宏印象深刻。莱辛担忧，一些人拥有令人

羡慕的头衔，但情感冷漠。赵丽宏认为，这

正是不读文学所致，“恰恰是一些‘无用之

书’，让人的精神得以成长，成为有智慧、有

见解、有感情的人”。

《唐诗三百首》《红楼梦》《复活》《堂吉诃

德》《飞鸟集》《朝花夕拾》《瓦尔登湖》《随想

录》《马背上的水手》《中国哲学简史》……浩

瀚书海，赵丽宏选择了10本，建议同学们阅

读。赵丽宏表示，巴金在写作《随想录》时，

几乎是“把灵魂亮出来给别人看”，令人心灵

震撼；读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你更

能理解祖先的智慧。 本报记者 陆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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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左妍）生

物医药是上海重点发展的三

大先导产业之一。记者从日

前新成立的上海临床创新转

化研究院获悉，该机构主要围

绕“成果转化促进”和“临床研

究服务”两大核心功能，开展

“临床研究与队列建设、转移转

化与投资、人工智能与数据挖

掘”等三大板块业务，助力推

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和高水

平临床研究创新。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

要求，作为市级医院政府办医

的责任主体和国资投资、管

理、运营的责任主体，上海申

康医院发展中心充分调研并

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依托本

市市级卫生事业投融资改革

的体制优势，牵头组建临转

院，通过企业化运作，为市级

医院搭建“一站式”“全链路”

临床研究转化平台。

据介绍，临转院将构建

“上海有基础、临床有特色、企

业有需求、发展有前景”的临

床研究服务新模式，在疾病队

列建设方面探索政府引导、企

业参与、市级医院运行、临转

院支撑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和

开放共享机制；将以医疗创新

资源集聚、科技成果转化、硬

科技企业孵化和未来医疗产

业培育为着力点，打造产业领

域聚焦、专业能力凸显、示范

效应明显的高质量医疗成果

孵化平台；将建设医疗大数据

AI算法研发服务平台、AI大

数据商保精算风控分析平台、真实世界医疗数

据挖掘与语料服务平台等平台，助力上海生物

医药先导产业整体的数字化、智慧化转型升级。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市委宣传部、市

文明办开展的“光荣与力量——2024感动上

海年度人物推选活动”（第十三届）活动获奖

名单日前揭晓。

孔海南、陈梁顺、柯水昌、左亚军、马开

阳、郭秀玲、王均田、詹春珮、郝家润、上海外

高桥造船有限公司邮轮项目部、上海市第五

批援青果洛西宁民族中学“组团式”教育支

援团队11位先进个人和集体获评“2024感

动上海年度人物”。钱忠、朱俊贤、尤丽娜、

丁美珍、孙鸿银、连池、任长艳、中国科学院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红外科学与技术全国

重点实验室团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新华医院小儿心血管团队、上海地铁10号

线“盲童领路天使”团队、中通圆梦1+1爱心

助学公益小组11位先进个人和集体荣获

“2024感动上海年度人物”提名奖。

揭晓活动上，“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宝

妹，中国科学院院士、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专家王恩多，云南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

处副主任李继显等嘉宾为当选年度人物颁

发证书和奖杯。东方卫视和上海电视台新

闻综合频道今起播出揭晓活动专题节目。

本次活动以2023年8月至2024年7月

本市涌现的事迹突出、精神可嘉、社会认可

的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为推选对象，通过

175万市民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推选出先进

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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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读书，让自己的“经历”尽量拓展
“夜光杯”校园行走进市北中学 赵丽宏推荐学生读10本书

精品荟萃 人气十足
上午8时多，银杏大道农产品市集上已

人头攒动，精品荟萃。走进集市，便见不少

人围在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摊铺前。“这款草

菇从播种到成熟花了11天左右，今天早上4

时采摘，6时多就从基地送了过来，很新鲜

的。”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所工作人员

徐先生向摊前驻足的阿姨爷叔介绍道。刚

说完，便有一位爷叔提了一篮爽快付款。

“确实好吃，来一盒。”尝了金山区太秋

甜柿的李阿姨果断下单了一盒柿子。“这柿

子不涩，与苹果、哈密瓜的口感相似，松脆可

口。欢迎大家免费品尝！”上海瑾雄果蔬种

植专业合作社“农二代”朱媛一边给李阿姨

打包，一边向走近的市民推荐。

再往里走，见到青浦区米乐农庄恋棠焋

糕第四代传承人杨勤峰在摊位前吆喝：“用

非遗技艺焋出来的糕，很健康！”可能是看

出摊前不少市民对“焋”字的不解，便接着

解释道：“‘焋’是做糕的专用特色动词，焋和

撞同音，做糕时敲打撞击场面热闹，故名‘焋

糕’，因‘撞’不雅，创造了‘焋’字，流传至今。”

新品发布 前景看好
活动现场，发布了两个优质水稻品种，

分别是超级稻“申优28”和“嘉禾优175”。

“申优28”是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选育的

优质高产抗病三系杂交粳稻新品种。经农

业农村部专家组织实割测产验收，平均亩产

868.7kg，2024年推广面积超过30万亩。

2024年4月，该新品种被农业农村部确认为

超级稻，这是上海第一个超级稻品种。

“嘉禾优175”是在长江中下游既可作

一季中稻种植，也可作单季晚稻种植的特优

质籼粳杂交新品种，于2023年11月通过国

家级新品种审定。该品种于2024年4月，荣

获第五届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粳

稻）金奖，也是全国首个获此殊荣的籼粳交

新品种，实现了超高产与特优质协调发展。

同时，市农科院与湖北隆芯种业科技有

限公司签订西蓝花品种“沪绿70”成果转化

合同，标的金额为500万元，也创下国内十

字花科蔬菜新品种转让费新高。据介绍，上

海市农业科学院牵头实施国家西蓝花育种

联合攻关课题，承担着选育优质本土西蓝花

品种的重任，针对生产需求，通过十多年科

研攻关，已成功育成适合长江流域栽培的自

主知识产权西蓝花品种“沪绿70”。该品种

抗逆优质、适应性强、商品性好，得到长江经

济带主产区种植户的喜爱和主销区消费者

的青睐。

此外，活动现场发布了2024上海美丽

乡村休闲旅游行——十条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见右）。

本报记者 屠瑜 实习生 张潇

2024“中国农民丰收节”上海主会场丰收庆典今举行

将更多优质农产品送上市民餐桌
今天上午，2024“中国农民丰收节”上海主会场丰收庆典暨地产

农产品展示在世纪公园举行。活动的主题为“学用千万工程 礼赞丰
收中国——城乡融合 共享丰收”。主会场边银杏大道临时设置了20

个左右展位，展示地产农产品、乡土特色食品、乡村工匠和非遗传承、
科研成果、乡村振兴金融产品等，并开展现场体验活动。

生态乡村之旅
1.浦东新区 市区→孙桥溢佳→连民村→

腰路村→海沈村→红窑→书院人家

2.闵行区 市区→航育种子基地→浦江郊

野公园→杨姆酒庄→富春小笼→革新村→BM

农庄→方圆生态园

3.青浦区 市区→徐姚村（花田里）→和田

睦舍→方夏村（一稻乡村研居所）→朱家角古

镇→岑卜村（山二一宅民宿）→东厍村（乐208

餐厅）

乐动乡村之旅
4.宝山区 市区→顽酷乡村乐园→四季花

海→猫咖馆→竹隐清境民宿→一水间花卉生态

园→聚源桥村果蔬乐园→爱萌多肉

5.金山区 市区→吕巷水果公园→绿

田蔬果→施泉葡萄→岑萌百里园→金山

嘴渔村

艺术乡村之旅
6.嘉定区 市区→宏泰园→嘉源海美术馆

→艺外萄源设计师民宿→马陆葡萄主题公园→

嘉源海艺术中心

7.奉贤区 市区→八字村→宝熠花卉→大伦

琉璃艺术馆→多乐源乡亲子营地→振茸合作社

稻米探索之旅
8.松江区 市区→八十八亩田→井凌桥村

→云间卉谷→涌禾农场→胡家埭村→小昆山镇

大米加工厂

9.崇明区 市区→璞叶小镇→万禾有机农

场→東禾九谷开心农场→庙镇种种片林→玉海

棠景区

寻乡美食之旅
10.市级 市区→嘉定愚农庄园→嘉定沥江

生态园→青浦花田里→青浦联怡枇杷乐园→松

江云间客栈→松江八十八亩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