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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启事♥♥
新郎陈毅航与新

娘邢亦佳于公历2024

年 5 月 7 日正式结为

夫妇，山水一程，三生

有幸。特此登报，敬

告亲友，亦作留念。

“接力棒”的传承
在这支15人团队中，“研”值

浓度很高，其中有7名博士研究
生、4名硕士研究生。“看到我们
所研究的东西对农业有用，对渔
民有实实在在的帮助，因此想通
过‘国渔牧’这样一个项目来引
起大家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关
注。”谈及“国渔牧”项目初衷，从
四川农村走出来的吴宵言谈间
充满信心。

2021年冬天，为调研我国多
宝鱼主养区“新发急性出血征”严
重疫情，吴宵跟随指导老师马悦
赶赴辽宁葫芦岛地区进行现场调
研与防控指导。他们冒着不期而
至的暴雪，对多家养殖场开展调
研走访，并进行了系统样本采集，
为摸清此次病情的暴发起因、传
播路线、病程状况和蔓延风险收
集了有力证据。与此同时，渔民
养殖的鱼儿成批死亡的场景深深
地刺痛了吴宵，此后他将博士论
文选题方向调整为“大菱鲆新发
急性出血征的病原鉴定及致病机
制研究”，目前参与发表SCI论文3
篇，申请发明专利3项。

“接种渔用疫苗进行免疫防

控可以解决水产养殖的病害问
题，我们的产品和养殖技术满足
了养殖户的需求，减少了抗生素
的用量，提高了养殖存活率，为
水产健康养殖提供了新思路。”
吴宵介绍说，鱼渔皆授，“国渔
牧”项目正是致力于打通乡村振
兴的“最后一公里”。

吴宵口中这款深受业界认
可的“产品”来源于华理渔用疫
苗团队20年来的积累。针对严
重危害我国海水鱼类健康养殖
的重大病害，在追踪国际科技前
沿和探索水产病害绿色病防核
心科技的路上，团队指导老师马
悦、王启要、刘晓红、邵帅等生工
人潜心渔用疫苗创制，练就了扼
制海水养殖重大疫情的本领。

“从生物化工跨界到海洋渔用疫
苗，这背后的奥秘是科研与产业
的水乳交融。”马悦说。

田间鱼塘写“论文”
如何助力乡村振兴？团队

师生表示，答案在实验室，更在
田间地头池塘边。

博士生张博雅的课题方向
是关于致病性细菌的分子机制
研究。在实验室里，她眼中疾病

的发生和传染是病原菌与宿主细
胞之间的互作，病症的发生也只
是实验标本的病发死亡。而当走
进田间地头调研鱼病的流行传染
情况时，她真切地看到了传染性
病原的杀伤力——养殖大棚里成
千上万条鱼可能一夜之间死亡，
带来的经济损失足以让养殖户及
背后的家庭一蹶不振。

“直到看到这些我才明白，
‘泡’实验室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
毕业发论文，知道农民需要什么，
我们的研究就有了努力的方向。”
在多次的传染性疫病临床调研与
实地走访中，张博雅谈到，课题组
发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病症，分
离组织样本带回实验室后确实发
现了新病原，“这对于我们的科研
进展是莫大的帮助”。

“深入一线写出来的论文对
生产更有指导意义。”团队成员
刘亚博同样深有感触。他刚刚
博士毕业，将赴中国科学院南海
海洋研究所工作。从实验室到
田间地头，刘亚博认为，只有看
过渔场，了解不同渔民的养殖体
量和需求，才能够在选择开发疫
苗种类时有所决策，更多地考虑
到经济成本和便捷性。

为了获取一手数据，团队成
员有时要在周边十几公里荒无
人烟的养殖区一待就是数月，天
天盯着鱼看，在养殖生产的现场
取样，然后再拿回实验室研究。
马悦老师表示：“田间鱼塘才是
真正出论文的地方，把科研搬到
生产一线，可以提高学生发现问
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让科
研选题真正立足农业农村。”

实际上，在进行疫苗接种应
用推广时，想获得渔民或渔企的
信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团队
成员数次吃到“闭门羹”，诸如

“根本不相信”“语言沟通困难”
“实践环境条件恶劣”等。“要做
给渔民看，带着渔民干，用效果
说话。”导师王启要教授嘱咐团
队的话，时刻在心。为此，团队
成员“围塘话渔”，把实验室、技
术培训课堂搬到养殖区，利用所
学专业知识帮助渔民养出更加
优质肥美、健康安全的鱼儿。

“在‘零距离’接触农民的过
程中，我深刻感受到了疫苗研发
如何真正投入到生产实际，这是
在校园里完全体会不到的经
历。”谈及项目收获，校“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计划”入选者、生工
学院2022级本科生傅钰荪如是
说。团队成员、2021级本科生储
上淳同样来自“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计划”。在项目实践中，他加
深了对大菱鲆养殖业的系统认
识，感受到了新药研发所必备的
严谨性以及科研工作者身上的
责任，“想国家之所想，应农民之
所需，为国为民的科研精神是科
研工作者必须具备的素养”。

未来，“国渔牧”项目团队将
继续扎根科研和生产一线，厚植
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在服
务产业实践中发现问题与需求，
在服务乡村振兴中“解民生、治
学问”。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新潮玩法”成为今
年“五一”假期休闲娱乐新趋势，
如何才能吸引更多年轻人来玩？
采访中，青年报记者发现，只有打
开思路不断创新才能解锁年轻人
城市新玩法。

国内首个人工智能沉浸式体
验项目“AI之梦”目前正在中国第
一高楼上海中心公测。虽然没有
做过多宣传，“五一”期间依然受
到了不少年轻人的追捧。作为
创新型AI+智慧文旅项目，“AI之
梦”融合了AI对话、场景互动、剧
情体验等流行元素。来到上海
之巅，不看风景，而是花一两个
小时玩一个科幻游戏，年轻人会
买账吗？

记者前往体验后感觉，自己是
身临其境“过五关斩六将”打了一
个游戏。具体的玩法是：以AI的
视角切入，让体验者跟随主角——
超智数字生命体爱小爱（AiAi）一
起在“太空舱”等酷炫的硬件设施
中，执行解决能源危机、保护环境
等任务。游戏并不是感官体验玩

过就算，而是鼓励体验者共同探
索人类与人工智能交织共生的话
题，思考生命存在的真谛。

因为新，难免让体验者觉得
有点“烧脑”，有些环节的设置、时
长，以及硬件的稳定性，都有不少
可以优化的地方，但在点评网站
上，大部分体验者还是给它打出
了高分：“上海中心102-106楼层
的地点就神秘感拉满。故事背景
考究，科幻感十足”“有光影特效，
有AI互动，很奇特的体验。把小
时候看的科幻小说和电影各种元
素融合在了一起，还有很多还原
度逼真、角度多元的科幻场景，特
效还不错”……

当李清照、李白、唐寅、徐志
摩吟诵着自己的代表作出现在
你面前，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五一”期间，在高桥古镇举行的
2024第三届古镇文学周就以这样
一种“穿越”的形式拉开了帷幕。

创新，同样为吸引年轻人爱
上文学而注入了活力。本次古镇
文学周游园亲子读书会邀请读者
来到上海滨江森林公园来一场露
营读书会，还精心设计并推出了

一系列富有特色的文旅路线。比
如通过融合滨江森林公园、天物
有所不眠书房等特色场景，举办
了露营读书会、科幻之旅读书会
等亲子活动，受到了广大市民的
热烈追捧。再比如，通过引入森
兰商运茶香品鉴、文学市集等活
动，结合徐建融艺术史学馆、仰贤
堂等文化场馆的高品质文化艺术
展览活动，为市民游客精心呈现
了一场场文化盛宴。

在浦东图书馆的大力支持
下，本次文学周前在高桥古镇落
地了两个主题书房：高桥古镇主
题书房、高桥长风主题书房。

这两个书房通过精选书籍的
配送以及丰富文化活动的举办，
为古镇增添一抹浓厚的书香气
息。此外，与喜马拉雅携手共同
推出了“有声博物馆”计划，让大
家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都能沉浸
在喜马拉雅在线有声读物中。而

“阅读马拉松”则通过“阅读分享、
好书推荐”等多种形式，将阅读的
成果转化为个人文学修养的提
升，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的浓厚文化氛围。

华理高“研”值团队投身乡村振兴

鱼渔皆授，年年有鱼年年余
在华东理工大

学，有一支高“研”值
学生创新创业团队，
他们瞄准国家产业
发展战略，聚力海水
养殖绿色发展，既能
在实验室研究高精
尖的渔用疫苗，也能
深入田间地头推进
成果转化和示范应
用。这是由华东理
工大学生物工程学
院博士生吴宵、张博
雅领衔的“国渔牧”
项目团队。在最近
揭晓的中国国际大
学 生 创 新 大 赛
（2023）上，该团队项
目从众多参赛项目
中脱颖而出，捧得青
年红色筑梦之旅赛
道金奖。对团队成
员来说，“年年有鱼
年年余”早已不只是
简单的口头祝福，而
是积极投身乡村振
兴的砥砺成长。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通讯员 潘聪聪

上海之巅玩AI 公园露营品书香

用创新解锁年轻人的城市新玩法

团队成员在养殖间进行研究。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