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本报讯 日前，莘庄镇团委借
助市农业农村委优质资源，打造
的青春农场于上海康城“莘智汇”
公共空间揭幕，为大家创造了一
个可以亲近自然，学习农业知识，
增强劳动意识的科普基地。

青春农场发起人之一的李建
勇是上海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
心蔬菜科科长。自从2005年来
上海交大农生学院读书后，学习、
生活、工作都在闵行，并在2015

年搬入上海康城。
回忆起当时参与农场建设的

初衷，李建勇说道，自己出生在一
个农民家庭，但是发现8岁的儿
子如今连餐桌上的蔬菜都认不
全，去到菜市场，对蔬菜的品种更
是一无所知，而这也是现在生活
在城市里的孩子们的一种普遍现
象。

“镇团委、康城两委一中心搭
建平台，市级相关农业部门提供
专业知识、种子及技术指导，社区
青年团队及社区少工委的大、中、

小队将其作为活动基地开展活
动，历时一个月，康城社区青春农
场就这样打造出来了。”莘庄镇团
委书记丁超介绍道。

青春农场的有序运营，成长
壮大，离不开志愿者队伍的加
入。说起志愿者，除了市农业农
村委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会来进
行各种科普讲座之外，由小区青
年业主组成的康城聚合青闵君
工作坊也有一支志愿者服务队，
会参与到日常的农场维护工作
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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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起来，不愿做奴隶
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
们新的长城……”昨日早上，上
海市第四聋校的升旗仪式上，学
生们一边大声唱着国歌，一边有
力地打着《国歌》手语。昨日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家通
用手语方案》正式实施，这是首
次以聋人手语使用者为主体研
制的国家通用手语规范化最新
成果，切实解决了多年来聋人手
语使用者在奏唱国歌的场合上
规范、统一、严肃地使用手语表
达国歌的愿望。

2016年12月，中国残联以
科研项目形式委托中国聋人协
会手语研究与推广委员会，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家通
用手语方案》国家通用手语版的
研究。2018年4月，该项目顺利
结题，形成课题成果《<国歌>手
语方案》，并于当年9月开始推
广。2020年11月23日，《<国歌
>手语方案》作为国家语委语言
文字规范发布，于2021年3月1
日起实施。

“这一版《国歌》手语我们
（学校）从 2018 年就开始学习
了，对于高年级学生来说，多学
几遍可能就掌握了，低年级的学
生对语言的学习还没有那么深
入，需要反复地教他们。”第四聋
校德育教导彭晨炜介绍说，普通
学校的学生从小就听国歌，进入

学校时可能对旋律已经很熟悉，
但听障孩子可能是进入学校后
才“听”到国歌，而且低年级孩子
刚进校还不识字，手语动作全靠
硬记，因此需要老师不断地教，

“高年级的孩子理解能力到了一
定程度，已经能理解国歌了，所
以学起来相对快一些。”

在升旗仪式现场，彭老师带
领学生们分句学习《国歌》手语，
观看《国歌》手语视频，并着重给
学生们讲解了歌词中“中华民
族”“万众一心”和“冒着敌人的
炮火”等词句。

“这几个词句的手语有一定
的难度，着重讲解是希望他们记
住手语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作为
中国人的那种精神。”彭晨炜认
为，即便到了如今的年代，中华
民族也需要团结在一起，万众一
心，“对于听障孩子来说，生活中
会遇到很多困难，强调‘冒着敌
人的炮火’，也是希望他们学习
先烈们的精神，克服各种困难。”

“《<国歌>手语方案》的实
施，对我们每个学生来说都是一
个隆重的节日，充分体现了党和
国家对我们听力障碍学生语言
文字的深切、细致的关怀。”第四
聋校校长吴蓓芬说，小朋友在学
习《国歌》手语过程中，进一步增
强了民族自豪感，也进一步理解
了国歌，“今后我们会进一步学
习推广，用我们特殊的语言形
式，向国旗、向国歌、向祖国母亲
致敬。”

近日举行的全国脱贫攻坚
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做出重要指示：要切实做好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
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本次
活动正是为了积极响应党中央
号召，进一步围绕思想引领切实
引导上海与西部地区青少年厚
植爱党爱国情怀，树立远大理
想。

上海市杨浦区辽阳中学和凤

城新村小学的15名青少年来到
现场，与来自上海对口帮扶的新
疆喀什、西藏日喀则、青海果洛、
贵州遵义、云南迪庆和西双版纳
等地区村小，长征路上的江西于
都县、宁都县、甘肃会宁县、四川
宜宾等地区村小以及全国各地希
望小学的同学们通过网络连线齐
唱国歌，向国旗敬礼，20多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近10万乡村学子
共迎开学共期新时代。

位于长征起点的江西赣州

市于都县的郭琳同学在线交流
体会：“我能从国歌开始的地方
出发新学期，和全国这么多同学
以这样特别的方式开学，国歌文
化与家乡的红色之旅相连，心里
激动极了，我现在还是镇上的红
色小导游呢！”

国歌展示馆青年讲解员用
小故事生动诠释国旗、国歌诞生
的背景和重要意义，向青少年讲
述了国旗与国歌的红色历史，共
同开启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全国村小2021新学期开学典礼暨“红色印迹”主题教育活动举行

恰同学少年 期乡村振兴
《国歌》手语方案昨起实施

听障学生打着手语“唱”国歌

社区青年打造科普基地 在“青春农场”获取技能点

91岁老战士刘石安向沪上学生分享红色故事。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位于上海康城“莘智汇”公共空间的青春农场近日揭幕。受访者供图

“我们万众一心，冒
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凤城新村小学四
年级的虞屹哲通过互联
网，与全国各地小朋友
同唱国歌。

昨天是全国乡村学
校网络教育春节开学第
一天，由上海团市委合
作交流部、中国文化信
息协会红色收藏专委
会、国歌展示馆、上海市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单
位共同发起的“我站立
的地方是中国——点燃
乡村振兴新希望”——
全国村小2021新学期开
学典礼暨“红色印迹”主
题教育活动在国歌展示
馆举行。 青年报记者 郭颖

主办方邀请到了上海新四
军“沙家浜”部队历史研究会现
年91岁高龄的老战士刘石安。
刘爷爷分享了自己学习近平总
书记给新四军研究会老战士回
信的体会，以及亲身参与解放上
海、抗美援朝等的战斗经历，用
红色故事、鲜活历史告诉大家和
平年代的来之不易，鼓励同学们
认真努力学习、珍惜幸福生活，
为建设美丽祖国而不懈奋斗。

开学典礼上，由团市委合作
交流部指导，沪江网“互加计划”
联合各地教育部门、团组织共同
发起的“纪念建党100周年系列
网络课程”正式发布。

主办单位有关代表上台共
同点亮启动仪式，揭开了 2021
年组织全国青少年积极参与红
色教育、学习中共党史、践行优
良传统的序幕。通过“教学做合
一”，让乡村孩子们通过网络课

程，讲述红色故事、了解红色历
史，增强乡村孩子爱党、爱国、爱
家乡的家国情怀，同时这也是

“上海网民在行动”系列主题活
动之一。

“通过这次活动，我明白了
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牢记
使命，砥砺前行。”上海市辽阳中
学预备班的陆思雯同学表示，自
己长大后要当教师，传承这一精
神和故事。

与近10万乡村学子共迎开学

听91岁老战士回忆红色故事

聋人手语使用者打着规范的《国歌》手语。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