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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满腔热血诠释青春活力
“皮夹克”青年突击队敢想敢做

在上海建工里，一直流传着
一个关于“皮夹克”青年突击队
的故事。

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浪潮
带来上海一大批重点实事工程
相继开工。全国劳动模范陈安
民在上海市第三建筑公司工作，
公司内各类青年突击队就有几
十个之多。

当时，浦东煤气厂输煤线混
凝土漏斗的模板制作，施工工艺
复杂，施工难度大。由于工期紧
张，上级领导想请“老法师”来
做，即便有他们在，面对一个几
乎“不可能”的任务，许多工程
队、突击队也不敢“应战”。陈安
民便和其他成员自告奋勇，担纲
重任。

“记得队伍里一组是 12 个
人，我们一起做了14个煤灯，几
个昼夜连续不断地施工，保质保
量完成了混凝土漏斗模板的制
作任务，确保混凝土能够按时浇
捣。”他回忆道。由于突击队在
工作时整齐划一、干净清爽，又
总是统一穿着黑色皮夹克，于是
陈安民所在的突击队就有了一
个很时髦的称呼：皮夹克青年突
击队。

青年突击队的诞生，是历
史和青年的选择。安全帽下，
他们敢想敢为，用青春智慧助
力企业发展；风雨之中，他们积
极乐观，以满腔热血诠释青春
活力；困难面前，他们独当一
面 ，用 所 学 所 长 写 就 青 春 诗
篇。如今，“加入一支青年突击
队”也成为上海建工青年成长
路上最闪光的经历。

以个人成长融入集团发展
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浪潮

皮夹克青年突击队是一个
缩影，更是千千万万个上海建工
青年突击队的缩影。从以陈安
民、吴凯民、陆叔明为代表的第
一批青年突击队到世博园区的

“青春行动”和汶川地震后首批
进入灾区的青年队伍；从迪士尼
的BIM应用到上海中心一泵到顶
的世界纪录；从如今在西藏日喀
则定日机场青年突击队“缺氧不
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到黄浦
江畔世界会客厅、临港新片区临
港中心，青年团队面对“极限工
期”“后墙不倒如期交付”；从土
壤修复环境治理到人工智能算

法青年突击队；还有广州电视
塔、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旅检大
楼、西藏亚东小康示范村、钍基
熔盐堆核能系统实验平台等全
国化重点项目，数字化创新、水
环境处理等新兴业务领域……
上海建工的青年突击队始终与
时代相连，青年突击队精神代代
传承，时代也总是赋予青年突击
队新的内涵。在“大上海保卫
战”之中，上海建工青年起而行
之，102支防疫青年突击队、161
支复工达产青年突击队尽锐出
战，4800余名青年参与方舱医院
建设和运维，14000名青年参与
属地防疫，让团旗飘扬在一线，
在大战大考中充分展现了上海
建工青年的担当与奋斗精神。

上海建工青年始终融入集团
发展，在建设人民城市之中不断
丰富青年突击队为代表的青年岗
位建功行动内涵。逐步形成了以
青年突击队、青年工程、青年科技
团体为代表的“三青”立功竞赛，
让越来越多的上海建工青年在助
力并见证城市的发展与蝶变中闪
光。这一富有优良传统的光荣旗
帜，承载着一代代青年“学习创
新、甘于奉献、永争第一”的青春
价值，承载着共青团“党旗所指就
是团旗所向”的生力军气质，激励
鼓舞着上海建工青年。

以榜样力量传递奋斗精神
走近70位青年突击队队长

2023年恰逢上海建工创立

70周年。上海建工团委组织开
展“追寻青春印记，传承时代精
神”寻访活动，走近70位青年突
击队队长，汲取奋斗精神、激发
奋进之志。

活动以团干部、现任青年突
击队队长、项目一线骨干青年为
主组成寻访团，以“一个背景链
接、一篇访谈实录、一个老物件、
一段青春感悟、一份手写寄语”
作为寻访任务推动活动见效。
在近3个月的时间内，各寻访团
通过线下面对面交流的方式，在
老物件老照片里走进历史，从重
大重点工程中品读故事，在青年
突击队长身上感悟精神。上海
建工团委对寻访材料进行整合
梳理，通过团委微信公众号分阶
段推送宣传，推送平均阅读量达
4000份，让榜样的形象浸润青年
心灵，引领青年走向上求索的人
生之路，共同扛起青年突击队的
新时代大旗，接力青春使命。同
时，上海建工团委将稿件编排形成
《七秩芳华正青春》，以此书致敬上
海建工70年来的奋斗者！勉励上
海建工青年突击队在新时代新征
程中挺膺担当，驰骋青春之路。

回首70年征途，一批批烙着
时代印记的超级工程和地标建
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拔地而
起，而在这些建筑“从无到有，从
低到高，从旧到新”的过程背后，
不乏青年突击队的身影。正如再
度翻开上海建工青年突击队的历
史画卷，看到的不仅仅是伴随着
这座城市发展的累累硕果，更是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的
优良传统。一代又一代的上海建
工青年突击队在白驹过隙中愈加
纯真，在千锤百炼中不断沉淀，在
凝聚团结中追求卓越。

马炜梁教授是我国知名的
植物分类学家，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1955年考入华东
师大生物学系，1962 年留校工
作，从事植物学的教学和科研工
作。先后主持两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研究项目，发表学术论文
30余篇，主编或参编植物学教材
共15部。

此次主题展览呈现了马炜
梁教授六十年如一日追寻植物
生存“智慧”的点点滴滴。这既
是一名科研工作者潜心问道、精
思求索之旅，更是一位高校教师
用心传道、诲人不倦的故事。

早在 1991 年，马炜梁教授
就曾在《生态学报》发表了一篇

题为“薜荔榕小蜂与薜荔共生关
系”的文章，这揭开了我国这一
领域研究的序幕。文章首次报
道了一种我国大陆新分布的昆
虫——薜荔榕小蜂，及其此类
动、植物的共生现象。

这项研究源于1983年马老
师带领学生到西天目山野外实
习。据马炜梁教授回忆，当时有
一位学生好奇地从薜荔树上采
下一个果实，掰开一看里面竟有
许多小虫在爬。同学害怕虫子
爬到身上，将果实扔到路边；而
马炜梁教授却联想到一篇国外
的报道“无花果都是由一种小蜂
传粉的”——当时国内的学者包
括马老师在内，从未找到过传粉

的无花果小蜂。他赶紧捡起这
颗薜荔的果实带回去研究，才有
了之后的研究成果。

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就必须加强基础研究。这
则探究故事仿佛也是一堂“现
场课”，给更多青年师生带来启
示：心怀好奇、善于发现、勇于
求证，或许正是基础研究的关
键所在。

展览第二部分“草木葱茏”
板块，展示的是马炜梁教授从教
多年来关于植物分类和精细解
剖的摄影成果。植物摄影必须

“人随花动”，哪里花开了就得去
哪里拍。有的花必须到山里到
处找寻，好不容易寻到了花期却

过了，只能来年再来。其中一张
草麻黄的拍摄，是经过了6年3
地才拍到；一张鸽子树的作品是
经过了6年3个国家，由7个地点
的照片汇合而成；香椿虽然栽种
在上海，但拍到一张令人满意的
照片仍花了4年时间……

马炜梁教授在长达六十余
年的科研、教学生涯中，以实际
行动诠释着科学家精神和教育
者情怀。在学校深入开展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期间，生命
科学学院“老中青”三代教师代
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主题展开
幕，意义非凡。此次主题展后续
还将走进中学和社区。

七秩芳华正青春
上海建工开展青年突击队队长寻访活动

1954年初，第一支青年突击队成立于建筑工地上。同年，上海建工第一支青年突击队在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建筑工地
上成立。作为首支青年突击队，他们不负众望，在10个月的工程建设周期内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青年突击队如
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并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激励着一代青年投身人民城市建设之中。2023年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恰逢上海建工创立70周年。上海建工团委组织开展“追寻青春印记，传承时代精神”寻访活动，走近70位青

年突击队队长，回顾他们奋斗的故事，以汲取奋斗精神、激发奋进之志。 青年报记者 陈嘉音

上海建工青年突击队。 本版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不畏艰辛在植物的世界执着求索六十载
这一主题展是科学教育也是一堂“现场课”

初夏校园，草木葳蕤。昨

天，华东师范大学传出消息，

“ 生 命 的 智 慧 育 人 的 力

量”——马炜梁教授有关植物

的“智慧”主题展将在华东师范

大学闵行校区图书馆展出至5

月 31 日。主题展后续还将走

进中学和社区，充分利用科学

教育和立德树人的宝贵资源，

切实发挥生命科学学院“全国

科普教育基地”的辐射作用。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马炜梁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