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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名字里带个‘海’
字，大半辈子就注定要和水打交
道了。守护水是我的使命，我热
爱这项工作。”在上海交通大学
的师生中，流传着一个“老人与
海”的故事：一位老教授十数年
如一日扎根银苍玉洱畔，守护洱
海水清月明。他就是国家水体
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
洱海项目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
博士生导师孔海南。

勇挑重担，守护洱海水
清月明

俯瞰苍山碧如洗，洱海水上
繁花盛。这星星点点的白色水
中花，就是生态环境质量指示物
种——海菜花。它不仅美，而且
茎叶可食，做成甜糯清香的“海
菜芋头汤”是大理白族人家的特
色美食。因为水质的变差，海菜
花一度绝迹。

“这是我的责任，我们要用
三十年的时间，还洱海一个更好
的生态。”这是孔海南的誓言。

在洱海项目实施的十多年
里，孔海南每年累计在上海家中
的时间不到一个月，洱海水质的每
一点变化都牵动着他的心。日均
三万步，他走遍了洱海周边每个村
落、每条河流。为减少高血压发病
几率，他自制低盐清淡的三餐饮
食，随身带着心脏节律监视器与袖
珍心电图机，以防万一。2012年5
月，洱海项目进入验收阶段，他的
心脏病几乎每周发作，但他一直坚
持到当年9月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才紧急回到上海连续进行了两次
较大的心脏手术。

经过不懈努力，孔海南带领
团队用10年积累、5年实践、3年
攻坚，让曾被过度开发不堪重负
的洱海，逐步重现昔日大理“母
亲湖”的风采。洱海治理的成果
被称为“全国湖泊治理的生态样
本”，被列为国家水专项重大标
志性成果，被生态环境部表彰为

“洱海保护模式”，成为全国的一

面旗帜，使大家坚信通过科学治
理，全国的江河湖海都可以得到
有效治理、重现青山绿水的美好
环境。

将学生培养与解决实
际问题紧密联系

“将自己的人生设计与祖国
的明天、民族的发展、社会的需求
联系在一起，一辈子不后悔！”这
是孔海南对学生的叮嘱。

孔海南2000年来到上海交
通大学工作时，最先讲授的是
《水体富营养化控制》课程，他的
课堂生动风趣，课件与时俱进，
将一线治理中最鲜活的案例融
入教学中，深受学生的喜爱。

孔海南的课堂在教室，更在
治理现场。在学生培养中，他注
重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以工程研
究为手段，以现场示范为验证，
将学生培养与解决实际环境问
题紧密联系起来，全面培养学生
的工程能力、思考能力，在真正
的科研实践中学习知识、提升能
力、锤炼素养。十余年来，团队
共计师生 1000 余人次驻守一
线，共完成野外样品采集30000
余次，分析水质指标 160000 余
次。他们把课堂从教室搬到了
洱海边，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解决
问题的实际办法。2018年1月，
孔海南团队入选首批“全国高校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孔海南深知，洱海的综合保
护治理是一项久久为功的事
业。为了让社会、民众更多关
注、投入到洱海流域的保护事业
中，他萌生了成立“教育基金”的
想法。孔海南与中国水环境集
团共同发起设立了“洱海保护人
才教育基金”，他个人卖掉了为
了便于工作在洱海买的房子捐
资200万元，中国水环境集团捐
资200万元，为“洱海保护人才教
育基金”注入第一笔资金。

在上海交大，孔海南教授坚
韧不拔、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
严谨细致、踏实认真的科学精
神，正继续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
知行矢志如一，心不忘其所向。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制作

的十四集大型专题节目《习近平

经济思想系列讲读》，将于 2025

年3月24日晚19:45档在总台财

经频道播出。这是首部系统阐

释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电视专题

片。

作 为 深 入 学 习 宣 传 贯 彻

习 近 平 经 济 思想的重点专题，

节目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

生产力等重要论述，深入解读

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鲜

明政治导向、深远战略思维、强

烈历史担当、真挚人民情怀和

科学思想方法，系统梳理习近平

经济思想引领新时代中国经济

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

的历史性变革，全面展现习近平

经济思想的时代特征、理论价

值和实践伟力。

节目创新演播室节目模式，

特邀我国经济领域领导干部、专

家学者作为讲读嘉宾，设置“时

代之问”“思路讲习”“思想伟力”

“学思践悟”四个板块，结合 100

多个基层实践案例与 40 多位案

例观察员的解读，生动阐释习近平

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

和实践要求，推动全社会更加自

觉地运用习近平经济思想解决

问题、开展工作，切实把所学所

悟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

大力量和生动实践。

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新

闻、央视频、央视财经同步播

出。

据新华社电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 在政策支持、技术
创新与市场需求的协同驱动下，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正迎来高速
发展期。上海按照国家战略部
署，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生物医药创新高地和世界
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凭借其
科研资源集聚优势，上海已成为
全球生物医药创新的重要策源
地。

敢想敢创，点燃梦想。近
日，由上海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指
导，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承办的
第二届“海聚英才”上海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生物医药赛道正
式启动。本届赛事以“汇聚英
才 健康领航”为主题，面向全球
高校学子及青年创业者开放，旨
在凝聚科技创新的青春力量，推
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
高质量融合发展，深化拔尖创新
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更好服务促
进上海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

作为上海生物医药领域的
重要赛事，本届大赛汇聚权威学
术力量与产业资源，由复旦大学

党委副书记、上海医学院党委书
记袁正宏担任生物医药赛道组
委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樊
嘉、中国工程院院士范先群等顶
尖专家领衔指导委员会。赛事
覆盖生物医药全产业链，设置

“创新医药”“医疗器械”“现代医
疗服务”“医疗数字化”四大单
元，重点关注新靶标药物、高端
影像设备、人工智能辅助药物开
发等前沿领域，为参赛项目提供
从创意到落地的全方位支持。

据悉，大赛参赛对象面向全
球高校（含职业院校）在校生（包
括本专科生、研究生）、毕业5年
以内的毕业生（即2019年之后的
毕业生）和开放大学学生。大赛
分设“创意组”与“创业组”，兼顾
项目不同发展阶段。其中，创意
组面向未完成登记注册的早期
创新项目，参赛项目应为具有科
技创新成果或商业经营推广价
值的创新创意产品，在大赛通知
下发之日前尚未完成工商等各
类登记注册。创业组则聚焦已
具雏形的成熟产品或服务模式，
要求项目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
注册未满5年且股权结构符合相
关规定。

复旦上医将为参赛的创新
创业团队精心打造一个风采展
示与价值实现的广阔舞台，助力
参赛团队充分展现他们的创意、
热情和潜力，为医生、科学家、企
业家和投资人搭建起生物医药
领域创新创业的高速通道。据
介绍，生物医药赛道设特等奖1
个，按四个单元赛道分设一等奖
1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3个。
特等奖、一等奖，以及特别优秀
的二等奖，将选送参加“上证杯”

“海聚英才”上海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总决赛。优胜团队不仅
可获荣誉奖项，还将优先对接
医疗行业专家、投资机构及产
业资源。为推进项目落地，加
快成果转化，组委会配套了系
列支持政策。获奖项目优先推
荐与相关领域的医疗学术权
威、行业专家、投资人对接，提
供创新创业指导。通过整合各
方资源，促进跨领域的深度合
作，推动创新创业项目的快速
成长和落地。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参赛项
目征集进入倒计时（2025年4月
8日截止报名）详情请关注大赛
官网。

《习近平经济思想系列讲读》即将开播

面向全球青年创业者！
第二届“海聚英才”上海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生物医药赛道开启

■奋勇争先实干家

孔海南：书写“老人与海”的故事

守护洱海水清月明

孔海南与青年交谈。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第40届上海之春国
际音乐节 3 月 23 日晚拉开序
幕。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
年，演出以“和平向未来”为主
题，选取《红旗颂》《中国，我可爱
的母亲——为混声合唱队与交
响乐队而作》《黄河大合唱》等反
映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经典作
品。

相比作品《红旗颂》，作品
《中国，我可爱的母亲》其实和上
海之春更有渊源。1993年作曲
家陆在易的这部作品在第15届

“上海之春”的舞台上一亮相，便
引起广泛关注。在作品中饰演
方志敏的是当时还在上海音乐
学院读书的廖昌永。

廖昌永至今记得自己第一
次站在“上海之春”舞台上的情
形：“当时特别忐忑，这是梦想开
始的地方。”时隔32年，廖昌永昨
晚再次登上舞台演绎作品《中国，
我可爱的母亲》，这让他心生感
慨：“年轻时更多地钻研自己的
声音技巧，现在跟不同的指挥
家、不同的乐团合作后，心智上
更成熟，演绎也就更丰富了。”

可以说，廖昌永是在“上海
之春”的舞台上崭露头角，为人
所熟知的。而“上海之春”也一

直是青年音乐人成长的摇篮。
今年也有许多初出茅庐的年轻
人在“上海之春”挑大梁，新人新
作演出占比达近四成。对此，上
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隆表示，
上海之春不仅是中国向世界展
示中国音乐人才风貌以及中国
音乐精品佳作的舞台，也是扶持
新人新作、孕育中国原创音乐的
摇篮。

此次在《黄河大合唱》中担
任男中音独唱的是95后青年歌
唱家张功浩。对于自己在不到
30岁的年纪就有机会站到舞台
的中央，张功浩既荣幸又紧张，

“上海之春的舞台，我梦想很久
了，但《黄河颂》乐章对于每一位
男中音而言都是个不小的挑战，
无论是历史深度还是技巧难度
都非常复杂，希望通过这次的学
习和演绎做好传承。”

今年“上海之春”的开幕演
出有很多艺术大咖助阵，使得这
台节目具有了文化的深度和历
史的厚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
在本场演出担纲《黄河大合唱》
中的诗朗诵部分。他在创作过
程中深受大师们的影响。“第一
代《黄河之水天上来》乐章的朗
诵者是我在北京人艺的前辈田
冲，之后是林中华先生，还有李
默然、瞿弦和老师等，为我树立
了很高的标准。”

濮存昕在回顾《黄河大合
唱》的创作过程时表示，作品先
有词后谱曲，“当时光未然先生
在延安严冬的窑洞里念自己的
长诗，感动了冼星海，创作出这
部史诗级合唱交响曲。我始终
在想象光未然先生是怎么朗诵
的。希望明晚能和上海的观众
一起接近这部80多年前的中国
经典音乐作品，创作出时代的声
音，持续不断地传承演绎下去。”

本届“上海之春”以“春天的
回响”主题，将推出一系列具有
历史性、国际化、时代感的音舞
演出和文化活动。整个音乐节
期间，将举办56台主题演出、13
项专项主题活动以及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展演节目、惠民公益活
动，营造愉悦向上的城市文化氛
围，使“上海之春”成为人民群众
的节日盛会。

“上海之春”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举办最早、持续最
久，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音
乐舞蹈节。它最初起源于1959
年的“上海市音乐舞蹈展演月”，
1960年5月，正式以“上海之春”
的名字登上历史舞台。为什么
定名为“上海之春”？据当时担
任上海音协党组书记、市文化局
局长的孟波回忆：春天，象征着
美好、万物复苏和欣欣向荣，“上
海之春”是最恰当的名字。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