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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态距离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开幕越来越近了。这个夏天，有
一个来自华东理工大学的暑期实践团体，他们在首届进博会上海市优秀
志愿者的带领下，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探秘因进博而应运而生的“溢出效
应”，以及这些效应对上海“四大品牌”感知度的影响。记者了解到，团队
正在加紧编制一份进博会溢出效应辐射地图（企业版），并力争在今年10
月份完成。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华东理工大学的暑期实践团体用专业知识服务进博会。 受访者供图

华东理工大学暑期实践团体助力第二届进博会的召开

绘制地图 延续“小叶子”精神

见证“展品变爆款”的奇迹
笃行青春实践，助力创新发展。“这

里是上海，梦开始的地方，我们都是年
轻的力量。”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实践
项目负责学生、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17级本科生徐思博说：“作为进博会的
东道主，我时常在构想是否可以组建一
个团队，真正地去探索一下进博会给我
们带来的切切实实的影响。”

记者了解到，徐思博本身就是首
届进博会的志愿者，同时也是当时进
博会上海市新闻宣传组第二团支部
书记。

于是，今年7月初至8月末，两个
月的时间里，徐思博带领着一支跨学
院、跨专业的实践团队，与青浦区商
务委员会等政府部门立项合作，覆盖
虹桥商务区、青西三镇、赵巷镇的近
20家企事业单位与政府部门，涵盖贸
易、金融、物流、文旅等多维角度，探
究进博会溢出效应对上海“四大品
牌”感知度的影响。

“这里是猫山王，这里是威士忌
……”初访与会展中心一路相隔的绿
地全球商品贸易中心，琳琅满目的各
式展品无不令团队成员们喜出望外、
赞叹不已。

首届进博会后，绿地全球商品贸
易港的诞生吹响了“全年不打烊”的
集结号，承接进博会所释放出的强大

“溢出效应”。对于那些与首届进博
会展品失之交臂的人而言，绿地全球
商品贸易港真正地实现了“展品变商
品”“商品变爆品”。

通过走访，学生们见识到在进博
会带动下人们对于消费理念和消费
方式正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改变。

第二次进博会进言献策
新平台、新风向标、新实践平台、

新示范与辐射高地……学子们通过自
己的实地探访深切感受到，进博会不
仅是打响上海“金字招牌”的动力齿
轮，更是惠及民生百姓的福利传送带。

“无论是赵巷基础设施建设的不
断完善抑或是青西三镇文旅产业的

协调发展，进博会的溢出效应和辐射
效应必将伴随一届又一届的开幕愈
加放大。”实践团这样感叹。

现阶段，实践项目团队正在根据
暑期实践编制访谈实录，绘制进博会
溢出效应辐射地图（企业版），并根据
实践调研数据建立相关模型，利用矩
阵分析等多种数学方法对消费者购
物满意度等进行数据化分析和处理
等。这些实践得到青浦区商务委、经
发办等老师的高度好评。

据悉，这一模型采集了为承接进
博会的溢出效应而在国家会展中心
周边新建贸易港和交易中心的信息，
包括贸易港的经纬度等，从而建立以
上海市国家会展中心为中心的地图，
观察进博会溢出效应对周边基础设
施建设的辐射范围和影响能力，并以
此对第二届进博会的影响力做出假
设和估计，为即将举办的第二次进博
会进言献策。

“小叶子”精神的一种延续
本次暑期实践团队的指导老师

吴佳蔚从专业的社会学角度为实践
团队调查问卷及访谈提纲的设计给
予了详细的培训和指导。在她眼里，
跨学院、跨专业、跨年级的组合也让
实践团队得到了很好的交叉和互
补。吴佳蔚去年只是在学校组织管
理和服务志愿者，今年暑期，她已经
成为了第二届进博会长期管理岗位
志愿者中的一员。

而对徐思博而言，时隔一年参与
组织以“进博会溢出效应”为主题的
实践团队，这是对“小叶子”精神的一
种延续，同时更是对“小叶子”精神的
传承。“我想，无论是第二次作为‘小
叶子’服务进博，还是以这样的‘学术
探究’的方式进言献策，这都是进博
精神的薪火相传。”

两个月后，徐思博将作为第二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华东理工大学
志愿者学生负责人重回“四叶草”，她
更希望能在第二届进博会召开之时，
切入实践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与困
难，笃行青春实践，助力创新发展。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今年夏天，上海第二工
业大学有一支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
团队，他们将关注的视角聚焦于乡村
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上海乡村主流文
化，并通过速写、照片、墙绘等形式对
当下的乡村主流文化加以呈现。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
要部分。以此破题，二工大应用艺术
设计学院的师生在与学校所处曹路镇
的相关单位多次联系、走访之后，确立
了“画笔点亮乡村——用‘墙’述说乡
村振兴战略中的上海乡村主流文化”
的主题，分别从墙“绘”上海乡村传统
耕读文化、墙“说”现代乡村阅读文化、
墙“叙”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的融合三
方面，以创意墙绘、速写摄影等形式对
上海乡村主流文化加以呈现。

曹路镇的乡间地头、金海艺术中
心、浦东中虹家园等场馆社区……实
践团队的足迹留在了10余处有代表
性的地标，也亲见了上海乡村建设中
塑造的一面面包含农村新气象的文
化书墙，那些使用“二手书”搭建起来
的书墙让学生们感到震撼。

大学生们在深入采访和实践调
研中了解到，这些用二手书搭建的书
墙，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不仅成
为生活在附近的村民最喜欢去的地
方，对他们来说，这里更像一个公共
的文化客厅。书墙不仅传播了知识，
还宣传了绿色环保的理念。

乡村振兴战略不止给人们带来

了生活上的富足，更带来了精神上的
富足。“这些绿色、环保又承载文化气
息的二手书墙，体现了现代文化对新
时代上海乡村的影响，解决了教育资
源在乡村不平衡、不充分的特点。”项
目负责人尹邱同学说，自己其实就是
一名土生土长的乡村人，因此，对此
特别感同身受。

如今，实践团用40幅速写及摄
影作品，将这些变化描绘、记录了下
来。在尹邱看来，在乡村振兴的时代
大背景下，这次活动以小见大，以墙
为载体，让墙来说话，透过墙透视乡
村世界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实践团的申晓怡同学同样深有
感触：“乡村有自己的图书馆，图书馆
里有儿童，有老人，有上班族，都在安
静地学习。在外场学习区域里，还有
辅导功课的家长，还有专门的合唱团
等老年服务区域。这次暑期实践让
我见证了上海乡村主流文化的发展
方向以及成果，见识到了很多平时在
校园没有见到的场景和人！”

项目指导教师、上海第二工业大
学应用艺术设计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徐炜炜老师表示：“用画笔点亮乡村
——用‘墙’述说乡村振兴战略中的
上海乡村主流文化”这个实践项目，
让学生真正走入乡村，了解到政府、
青年创客、村民们在现代乡村推进过
程中所做的共同努力。”据了解，后
期，还会将同学们的部分优秀作品融
入到这些乡村的书墙之中，用画笔继
续点亮乡村的精神世界。

二工大学子：
用画笔点亮乡村精神世界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上海大学2019 级 5000
余名研究生近日迎来开学，开学典礼
上，院士导师为这批新的科研生力军
赠语：不能满足于做“跟班式科研”。

面对5000余名新生，上海大学
党委副书记、校长刘昌胜院士送上了
四个“希望”。

“希望你们志向高远，勇于攀
登。”刘院士说，希望大家在读研期
间，不能仅仅满足于获得一个学位，
也不能满足于做“跟班式科研”，要敢
于直面国家战略性需求，敢于挑战最
前沿的科学问题，敢于树立最高严的
研究标准，敢于碰硬嚼难，敢于向“疑
难杂症”亮剑。要树立争创一流的志
气，激发奋进有为的潜力，干就干成
一流、做就做到极致，为改变中国关
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做出自
己的贡献，让你们的科研岁月成为青
春最美拼搏时。

第二个希望是“不畏权威，敢于
质疑”。“希望大家在未来的学习
中，要勇于质疑、善于质疑，敢于挑
战常识、挑战权威、挑战不可能，敢
入无人之境、敢闯未知领域、敢破
未解之谜，以创造性的方式对新问
题、新发现进行研究，提出新解释、

构建新理论。”
他还希望新生们能坚忍不拔，善

于坚持。在今后漫长而曲折的研究
道路上，能传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
的钻研精神。“什么时候都不要想着
可以敲锣打鼓、顺顺当当实现我们的
研究目标。”要把“坚持”扛在肩上，要
有不畏艰难、不惧失败的勇气。

刘院士提出的最后一点希望是
心系家国，甘于奉献。希望同学们能
始终铭记自己作为中国青年的责任
和担当，始终怀有作为中国未来创新
发展的生力军去奋斗的使命感和责
任感，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创
新梦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让
自己闪耀的青春和国家发展同频共
振，让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
相联。

导师的嘱托犹在耳边回响，社会
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张祖耀作为
新生代表分享了自己的上大梦并提
出要提高身份转变的适应能力、保持
旺盛的科研探索能力、打造过硬的本
领，勇担使命，成长为让上大骄傲的
新时代青年。

上海大学党委书记成旦红老师
向新生代表张祖耀同学赠送了校
徽。与此同时，在座的各位新生们也
纷纷将校徽佩戴至胸前。

研究生开学
院士赠言：勿做“跟班式科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