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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昨日，由上海市科
协、上海市教委联合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以及
中船上海船舶工业有限公司共
同组织实施的“科技梦·青春
梦·中国梦”2024年青少年高校
科学营上海科学营在同济大学
正式开营。今年，来自全国各
地的师生将参加上海科学营为
期7天的精彩活动。

“时速600公里的磁浮在同
济嘉定校区世界唯一的高速磁
浮工程试验线上起跑，全球首
套智能网联汽车云控多交通参
与者测评系统一周前刚刚在同
济发布，国内首个城市轨道交
通综合实验平台、国内首个整
车汽车风洞都坐落在同济的校
园内，在海洋科学领域，同济正
牵头建设全国唯一的国家海底
科学观测网和国家岩心库。”同
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润向台下
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们介绍
同济大学的科创成果，让同学
们对未来7天的夏令营生活充
满了憧憬。

“科学的起点就是不相信，
不相信才要创新，不相信才有
新的思路。”中国科学院院士汪
品先则这样告诉对科学有梦想
的青少年们。六大分营科学家
代表都以视频的方式寄语营

员，他们希望青少年们要读好
时代之书，在怀疑中埋下追寻
科学真理的种子，在任何环境
下，都要不断求索、不断努力、
不断追寻，学习科学家精神，树
立科学报国理想。

昨天举行的“开营第一
讲”上，国家海外优青、上海海
外高层次特聘专家、同济大学
汽车学院教授黄岩军则讲述
了汽车人的中国梦。他讲述
了几代中国科学家在汽车领
域孜孜不倦地努力攻关，实现
国内汽车产业追赶国际先进
水平，乃至实现换道超车，成
为新能源汽车领跑者的精彩
故事。营员们为中国汽车人
的故事所感染，纷纷表示不仅
要学习知识，还要锻炼创新思
维，用科技推动国家科技进步
和社会发展。

记者了解到，昨天起，这些
青少年们就正式开启了七天的
科学营生活。其间，营员们将
踏入美丽校园，体验科技文化
活动；聆听科学巨匠的前沿分
享，与知名学者面对面交流；走
进多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创新
平台，领略大国重器魅力；穿梭
在高新技术园区、科普场馆、历
史建筑、名人故居，从科学技
术、历史人文中认识上海、了解
上海；结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
伴，共同书写一段关于成长、友
谊与探索的故事。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本报讯“我们提交的方案
是，通过基于食物制作的记忆
疗法游戏设计，缓解认知症老
人的症状和促进社区代际沟
通。”“我们方案的思路是，如何
通过能够支撑中草药生活方式
的产品和服务，增强老年人对
中草药知识的了解，形成健康
自我管理社群和增强社区凝聚
力。”为期11天的2024年“健康
老龄化”上海暑期学校落下帷
幕，发布了一系列基于真实问
题所提出的创新解决方案，干
货满满、创意十足。

据悉，此次夏令营由上海
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携手新加坡
科技设计大学共同举办，来自
上海交通大学、新加坡科技设
计大学、朱拉隆功大学、悉尼大
学、千叶大学、上海大学、河南
中医药大学、伦敦艺术大学的
80位大学生参与其中。

各合作院校的顶尖教授和
业界专家为学员们带来了前沿
的设计理念和实践经验，包括
老龄化社会中的医疗、护理、科
技和社区建设等多个方面。学
员们深入探讨了老龄化社会面
临的各种挑战，并通过创新设
计和技术应用，提出了切实可
行的解决方案。每个主题选题
不仅反映了当前社会的实际需
求，还展示了前沿的设计理念
和技术进步。

经过对河东小区的实地走
访和调研——在社区食堂进行
美食实践，在瑞金康复中心与
医生面对面交流，在江川敬老
院与护工、老人们直接对话，学

员们在这些实际场景中不仅感
受到了老龄化社会中的种种挑
战，还更深刻地理解了“以人为
本”的设计理念。基于此，两个
聚焦“社区食堂美食”和“社区
中草药种植”两大方向的更新
方案应运而生。文化差异并未
成为障碍，反而在交流中促进
了共识的建立。

记者了解到，河东小区位
于闵行区江川路街道，最早的
一批房屋建造于上世纪 60 年
代，属于典型的老旧小区，今年
上半年刚刚结束“美丽家园”综
合修缮工程，如今正在做进一步
的细化和提升。上海交通大学
设计学院助理教授宋东瑾是此
次夏令营的协调人，她告诉记
者，两年前的夏天，她来到学校
附近的河东小区开展社会实践
教学工作，也正是从那个时候
起，她和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仅运用设计创新思维助力社
区工作，还通过在地营造将自己
的专业知识以实际行动融入到
社区治理中。于是便自然而然
地将河东小区纳入了夏令营中
实地调研环节的重要站点。

闵行区江川路街道河东居
民区党总支书记邵宁表示，在

“更新”社区的同时，也应该创
造更“新”的生活，从而激发活
跃度，加大凝聚力。“社区食堂
和中草药都是热门话题，这些
年轻人的感觉非常敏锐。他们
的到来不仅为我们的社区带来
了活力，更为我们的社区工作
的实践探索注入了新的灵感，
还起到了引流的效果。期待未
来，这些想法可以一一在河东
小区落地。”

研发新品种充满挑战
施泉葡萄园的会议室里，有

一整面荣誉墙，光全国级的金奖
铭牌就占满了荣誉墙好几层。而
第四批全国农村创业创新优秀带
头人、全国林业系统劳动模范等
荣誉也都颁给一同个人——卢玉
金。

能有如今的成就，卢玉金感
慨万分。回想23年前，因上海农
科院推荐，卢玉金从浙江来到金
山区。当年，面对的是一片亟待改
变的景象：果园面积狭小，设施简
陋不堪，葡萄品种低劣，且连年亏
损。然而，他肩负着一项重任——

“将自己的葡萄技术带过来，把金
山葡萄产业带动起来”。

为了寻找适合本地区种植的
葡萄品种，卢玉金一方面虚心听
取相关单位和专家意见，引进了
15个新品种进行试种，以果园为
家，以葡萄为伴，将心思都投入
在葡萄新品种的栽培管理和技
术研究上，时刻观察葡萄棚内温
度变化。夏天看葡萄的坐果情
况，秋天检测葡萄口感和糖度，
积累第一手资料。卢玉金坚持
数年如一日，经过一系列实践，
逐步摸索出了一套设施葡萄标
准化栽培技术。他培育出的“夏
黑”“申华”“阳光玫瑰”等20多个
优质新品种葡萄成为市场的抢
手货，在全市葡萄行业中崭露头
角，施泉葡萄的知名度、美誉度
逐年提升。

最近，葡萄新品种“申歆”上
市了，卢玉金也松了一口气。“为

了研发出更优质的品种，我们起
初做了一些杂交品种，从中选出
好的品种，不断优化栽培技术，
进化新品种。”他介绍，作为一款
精心培育的早熟品种，“申歆”不
仅继承了传统葡萄的甘甜多汁，
更融入了一抹淡淡的玫瑰芬
芳。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备受
喜爱的“巨玫瑰”品种，“申歆”葡
萄展现了更为全面的优势。它
不仅在丰产性上有显著提升，更
以早熟的优势抢占市场先机。
在品质上，“申歆”更是胜出一
筹，味道更加浓郁醇厚，坐果率
稳定可靠。

研发过程充满艰辛与挑战，
卢玉金表示：“科研之路从来都不
是一帆风顺的，每一个新品种的
诞生都需要时间的沉淀与不懈的
努力。从播种到收获，快的或许
需十年光阴，慢的就更考验耐心
与毅力。正如我们培养孩子，总
梦想着他们能展翅高飞。我们也
在不断地调整栽培技术，让每一
颗葡萄都有最好的口感。”

儿子也当新农人
多年来，卢玉金一直把自己

的葡萄栽培技术无偿传授给葡
萄种植户，带动果农共同致富。
他每年为果农开展技术培训，同
时采用线上培训，使果农受益匪
浅，并为果农“门诊、出诊”，现场
为葡萄“搭脉治病”。2019年，卢
玉金走出上海面向长三角，率先
与浙江省平湖市银丰葡萄园创
建“施泉+银丰”葡萄示范区，为
该示范区落实了科技治园的“良

方”。2021年，“银丰”60亩葡萄
销售额达到200多万元，比原来
翻两番。

在当选上海市第十五届人
大代表后，卢玉金更关注农业与
青年。为让有知识的年轻人加入
一线农业生产，成为农场主、农业
企业主或合作社带头人，卢玉金
经过深入调研，在上海市第十五
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
建立健全体制外农业生产技术人
员职称评定机制的建议》。为吸
引年轻人务农，加快构建一支有
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
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他还提出了
《关于出台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扶
持政策的建议》。

卢玉金90后儿子卢俊杰大
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毕业后也
在企业工作了3年，但他一直向
往田园生活，割舍不下对农业的
兴趣。如今他子承父业，全面负
责施泉葡萄的线上运营，运营网
店，增加微店、淘宝等销售渠道，
还和各平台开展了深入的合作，
自己还做起直播。新农人也要
提升农业技术水平，如今，卢俊
杰还在深造农业领域的硕士，因
为他深知，只有技术上有突破，
才能培育新品种。

而卢玉金向前探索的脚步
也没停下。据悉，合作社的大棚
内，科研人员正紧锣密鼓地推进

“申丽”“申园”“申玫”等多个以
“申”字命名的葡萄新品种研发
工作，力求在葡萄种植领域不断
创新，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元化的
美味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奋进者 走进位于金山区吕巷镇的施泉葡萄园，能看到负
责人卢玉金忙碌的身影。最近，葡萄园与上海农业科
学院共同研发的葡萄新品种——“申歆”正式上市，受

到了广大市民的喜爱。“申歆”的诞生，是无数次杂交试验与技术调试的结
果，也是卢玉金多年坚持的原则：用科技种出好葡萄。如今，卢玉金不仅是
金山葡萄发展的先行者，也是金山乃至全国多家葡萄合作社的“师父”。如
今，老卢的90后儿子也投身农业，通过直播促进线上销售。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葡萄大王”卢玉金：

科技兴农业
上阵父子兵

卢玉金坚持多年只为种出好葡萄。 受访者供图

■夏令营“去哪儿了”

去高校，给科技梦播一颗种子

去社区，为老小区送一份灵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