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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问，长期参与科普
活动会给市民的生活带来什么
变化，那一定是科学的认知与更
开阔的思维方式。

“小朋友，你们观察一下节
水抗旱稻和水稻、旱稻模型的区
别，猜一猜为什么节水抗旱稻能
够节水、抗旱？”在参观到基因园
的节水抗旱稻模型区域时，科普
讲解员给前来参观的学生留出
了思考时间。“是因为用其他东
西代替了水吗？”“旱稻长得很
矮，叶片黄黄的，结出的稻谷少，
但节水抗旱稻和水稻很茂盛，稻
谷很多……”“我知道了，它们的
根不一样，旱稻根须长但不多，
水稻根须多但不长，节水抗旱稻
的根须又多又长。”学生们踊跃
地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答案。“没
错，因为节水抗旱稻根须粗壮可
以吸收到泥土更深层的水，所以
抗旱节水，产量也高。”为了让大
家对节水抗旱稻有更直观的认
识，去年起，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
中心的专家在做对比试验的稻田
里选取了不同类别的稻植株，用
它们真实的根须制成模型在基因
园科普基地内展示。此外，工作
人员还在现场准备了碾米机，让
大家了解稻米加工过程。

“叔叔阿姨们，个头大的灵
芝不代表种的年数长，灵芝的寿
命只有一年，不要相信千年灵

芝，不存在的哦！灵芝的品种有
100 多种，所以个头有大有小，
但目前只有两种灵芝可以食用，
那就是赤灵芝和紫灵芝。大家
不要随便乱吃哦。”在农业科技
成果展示与品鉴的区域，年龄较
大的参观者对灵芝、蛹虫草等食
药同源的大健康产品尤其关
注。在品鉴和咨询相关衍生产
品的过程中，大家也收获了不少
颠覆过去认知的小知识。“灵芝
那么苦，破壁孢子粉苦不苦啊？”

“蛹虫草的营养成分和冬虫夏草
一样吗？”现场的工作人员耐心
地解答了大家的疑惑：孢子粉只
有淡淡的菌菇味，并不苦；蛹虫
草具有与冬虫夏草相近的功效，
可通过人工栽培和工厂化生产，
比冬虫夏草更安全……

“都说土鸡蛋比洋鸡蛋营养
好，是真的吗？”“青壳蛋是不是
比白壳蛋营养好？”在禽蛋展示
区，国家家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的专家在现场为大家介绍了鸡
蛋品质、营养以及功能性保健功
能等知识，告诉大家蛋壳、蛋黄
颜色深浅与饲料的相关性，专业
解读“人造蛋”“橡皮蛋”“无黄
蛋”等各种各样的“怪鸡蛋”背后
的故事；通过现场演示鸡蛋外部
品质和内部品质，感官品质鉴别
及专业仪器检测，让市民学会怎
样挑选、购买放心蛋。

“原来如此！”
这些农业小知识有没有颠覆你的认知？

普通观众也可以像专家一
样走进实验室做实验吗？在科
普活动中，实验环节成为最受欢
迎的体验之一。

转基因食品如何鉴定？在
转基因馆，参观者可以体验转基
因检测实验，且不用担心自己作
为新手会出现操作失误，因为这
一切都是在虚拟中完成的。佩
戴VR眼镜后，观众就进入了模
拟实验室。实验台上的多种仪
器设备和试剂都仿佛触手可及，
语音向导会一直陪伴着观众，提
示观众如何通过操作手柄来按
步骤完成整个转基因检测的实
验流程。过去需要一整天时间
完成的DNA提取、PCR扩增和
最后的电泳检测三个部分实验，
在VR模拟实验室中只需要9分
钟，大大降低了实验门槛。

植物组织培养概念又叫离
体培养，指从植物体分离出符合
需要的组织，如器官或细胞，原
生质体等，通过无菌操作，在人
工控制条件下进行培养以获得
再生的完整植株或生产具有经
济价值的其他产品的技术。在
市农科院奉浦院区，作物所科普
阵地的科研人员会带领学生们
沉浸式体验植物组织培养研究
相关的关键部分：光照培养实验

室、无菌操作实验室、花卉温室、
人工气候室等，并在无菌操作实
验室亲身体验油菜遗传改良过
程中，组织培养的一个关键环
节，体验结束后还可将已经放入
油菜组织的组培管带回家，继续
观察其生长。

为了增加实验的趣味性，作
物所科普阵地还通过游戏的方
式，让学生按照地图寻找散落各
处的稻米样品，通过答题来换取
操作实验设备的机会，获得稻米
食味品质相关检测数据，并将米
样蒸煮成的米饭，获得数据，最
终对两次实验数据关联分析，确
定稻米食味品质评价方法，完成
实验报告。“原来以为农业就是种
地，没想到它蕴含着那么多科技
知识，太炫酷了！”有趣的游戏，丰
富的知识让学生们兴奋不已。

热爱自然是人类的天性，实
验室以外，田间操作也是深受孩
子们喜爱的环节。药食同源团
队在向学生介绍了上海地区设
施条件下蔬菜生产和栽培管理
的基础知识，辨识和学习适合都
市农业观光产业应用的特色蔬
菜品种及可食用景观的产业应
用后，现场示范、指导和组织学
生们独立开展了盆栽蔬菜小苗
田间移栽、南瓜立体栽培中绕
头、修剪老叶等田间管理操作
……

科技节即将落幕，农业科普
活动永不停歇。《节水抗旱稻
——另一种选择》《香菇的一生》
等农业题材的科教影片还入选
了上海科技节优秀科教影片“云
展映”，可通过上海科普公众号
在线点播，了解农业科学知识。

农业科技也可以很炫酷！

从丰富多彩的农业科普活动中从丰富多彩的农业科普活动中，，
我们能收获什么我们能收获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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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农提升新媒体运营能力

“短视频+直播”专题培训干货满满

短讯

□记者 许怡彬

“在直播前要做些什么准
备，直播中要关注的是哪些点，
直 播 后 复 盘 又 要 注 意 什 么
……”5月24日—26日，上海农
业展览馆组织鱼米之乡平台入
驻企业，在凯博农庄开展为期
三天的“2023年新媒体短视频+
直播”专题培训班，助力提升入
驻企业的新媒体运营能力。

作为汇聚全国优质农产品
电商的窗口，上海市农产品公
共服务平台——鱼米之乡致力
于为本市地产优质农产品提供
多元化的线上线下消费场景。

记者了解到，经过前期两
个多月的专题研究、培训方案
商讨、培训课程设计，本次培训
班围绕短视频与直播所需的各
项技能，邀请行业内优秀讲师

现场授课，组织学员系统地学
习短视频与直播的产品策略、
精细化运营、数据复盘、高转化
技巧等实用课程，采用三天“理
论+实操”模式，使原本理论的
知识变得生动有趣，帮助学员
很好地掌握了实际操作要点。

酒香也需勤吆喝，上海农
业展览馆工作人员表示，本次
培训非常重视提升学员的实操
能力，让学员边学边操作，在实
际操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参加人员除了部分合作社
负责人外，还有各合作社专门
负责电商、营销、宣传方面的专
职员工，较为精准。

如此干货满满的培训课程
收获了平台入驻企业的踊跃报
名。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71个
合作社（农业企业）、286人报名
参加此次培训。为了提高授课

效率，让尽量多的入驻企业能
够接受培训，主办方对每个合
作社的参加人数作了适当限
制，本次第一期培训班共组织
了122名学员参加线下培训。

首次参加这类培训的前小
桔创意农场的运营总监其其格
告诉记者，前小桔是以橘子为
主题、集吃喝玩乐于一体的亲
子创意农场，直播营销对该农
场来说是一个新的尝试，恰逢
鱼米之乡平台举办了这样一个
比较契合企业需求的培训班，
第一时间就积极报名参加了。
希望通过此次培训，能纠正一
些平时操作中的不规范之处，
掌握各平台直播的精细化运营
手段，吸引更多用户停留和关
注。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2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 10.67 亿。面
对如此庞大的网络受众，如何
将沪上农业企业各自的特色及
时传递给用户群体？对此，主

办方上海农业展览馆馆长章黎
东表示，这需要农业企业精准
定位、主动发声，将信息通过短
视频和直播的形式，及时传达
给锚定的消费群体。

□王晶晶

日前，奉贤海湾旅游区举
办平安共建暨“上美海湾·畅
享法韵”区校联盟启动仪式。

奉贤区委政法委相关负
责人在讲话中指出，此次活动
是一次高校优势学科和法治
实践的“成功联姻”，更是一次
区校双方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的战略之举，将会对平安奉
贤、法治奉贤建设和市域社会
治理、政法人才培养、政法工
作宣传等带来有力推动。希
望区校企各方以当天的启动
仪式为全新起点，不断厚植交
往友谊，相互支持、并肩同行，
努力打造“上美海湾·畅享法
韵”精品名片，实现区域高质
量发展和学校高品质建设同
频共振，推动“法治奉贤”“平
安奉贤”建设再上新台阶。

未来，海湾旅游区将借助
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人才优
势，将优秀师生引向社区、引
向企业，将社会实践经验带进
课堂、带进校园，形成“理论-
实践”加“走出去-引进来”的
纵横路径，打造区校合作“升
级版”、人才发展“生态圈”、法
律服务“新样本”。

奉贤海湾旅游区
“区校联盟”共护平安

□金丹 记者 王平

农忙时节，浦东新区书院
镇塘北村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
景象。农户蒋月忠正抢抓农
时，开展水稻播种工作。伴随
着轰隆隆的机器声，农机在稻
田里来回穿梭，将水稻的种子
有序地撒入稻田，他告诉记者：

“今年，除了种植传统的水稻品
种，还引进了新品种，据说这种
水稻产量高、品质好”。

书院与稻米有着深厚的历
史文化渊源，清朝嘉庆年间，此
地百姓以粮代税，为了储存租
税粮，建造了五开间两厢房作
为仓库，这些租税粮专用于教
育经费，故名“书院”。

书院的稻米生产历史长，
生产技术强，土地肥沃，有着良
好的水稻种植基础，全镇水稻
面积约 14000亩。近年来,书院
镇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引导农
户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引

进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扩大种
植规模,助力乡村振兴。

为进一步提升稻米品质，
推进书院稻米产业化建设，助
力种植户从“卖稻谷”向“卖稻
米”转型，书院镇不断探索优化
水稻品种，持续开展水稻新品
种引进、试验、推广工作。日
前，书院镇和上海市农业科学
院为落实稻米产业合作举行揭
牌仪式。

本次合作引入上海市农业
科学院推荐的优质水稻新品种

“沪稻香软 450”，亩产可达 600
公斤，将在全镇 20个家庭农场
和种植户家进行试种，种植面
积约 1000亩，预计于 10月下旬
迎来丰收。同时将书院镇农业
技术推广基地作为新品种试验
种植基地，基地所在的李雪村
作为水稻新品种的种植示范
村。

为保证种植大米的口感，
活动当天还开展了水稻新品种
栽培技术培训会，邀请上海市

农业科学院吴书俊博士现场对
20名种植户和镇农技人员进行
技术培训，讲解新品种的栽培
技术要点。

据记者了解，2019年，书院
镇打造了“书院厂”大米品牌，
通过“公司+合作社（家庭农
场）”的高效产业化经营模式，
以统一成片种植，统一生产模
式，统一技术规范，统一指导服
务，统一品牌销售的生产管理
方式，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

“我们镇目前有 6个水稻品种，
相信优质的水稻将会更好地扩
大‘书院厂’品牌的效应”。农
业中心负责人介绍道。

接下来，书院镇将继续在
推动水稻种植转型升级，提高
水稻产量和品质的基础上，促
进农旅融合发展，为持续推动
农产品规模化、产业化、品牌
化，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
供新路径。

增产提质，浦东书院水稻种植又添新品种

□石路 记者 王平

游Go东平，乐享生活。日
前，崇明第四届“五五购物节”
东平镇促消费活动持续上演，
使岛内外游客纷纷到此体验消
费。这其中，市民们对相邻崇
明花博园的一座大型度假营地
——“自然回响”留下了深刻印
象。

“自然回响”，位于东平镇，
是2021年为第十届中国花卉博
览会配套建设的一家集房车、
科普、野趣、国际青少年夏令营
基地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度假
村。

这里树木葱茏，大片天然
草地，宛如置身“绿野仙踪”，游
客们可在此林地漫步，可坐树
下钓鱼，沉浸在“天然氧吧”。
同时，岛内外人们能尽情地在
此玩山地车，可真人 CS，体验
速度与激情。到了夜晚，露天
电影、篝火烧烤、房车树屋、漫
天星辰……乘兴而来的朋友、
家人们共度美好时光。

静谧、葱郁、趣味、惬意，
“自然回响”营地像极了一个远
离世间纷扰的“桃花源”，让人
们放松心情，感受一份青草味
的空气和耳边不时传来孩子们
的阵阵欢声笑语。小鸟们叽叽

喳喳的嬉戏、追逐和欢闹，使整
个人身心一下子松弛下来。野
餐、露营之余，这里还能提供观
景赏花、健身慢跑。小动物园
里有小鹿、小兔、小猪、小羊
等动物，让家长和小朋友们忍
不住主动前去喂食，逗弄。近
距离的接触，使孩子观察之余
能更好地了解动物、喜欢上动
物。

“自然回响”里，清风徐徐
水波荡漾，良辰美景，赏心乐
事。踏青、赏花、放风筝、烧烤
……户外撒野，衷情欢畅。在
真人 CS 区体验冲锋陷阵的刺
激，让游客爱上这酣畅淋漓的

感觉。山地车在疾驰路上，使
速度与激情发挥到极致。

一桌一炉，小串卷饼，自助
蘸料，小酒言欢。“自然回响”
里的特色烧烤，应有尽有。夜
幕降临，营地灯光仿佛串成了
一条多彩的丝线。坐在帐篷
里，住在民宿间，探出头，观满
天星辰，聆听大自然最真实的
声音。各具特色的房车，可让
房车爱好者享受真正的车轮上
的家的乐趣。

最是岛上好风景，半是烟
火半是心。初夏时光，来这里，
让人们“聆听”岛上趣意盎然的

“自然回响”。

崇明“五五购物节”活动持续 岛上聆听“自然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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