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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是一所具有深厚底
蕴的红色学府，而井冈山更是闻
名遐迩的革命摇篮，两者之间天
然地链接起了一条坚实的红色纽
带。从初心之地到革命摇篮，团
队成员在团中央井冈山中心共上

“三湾改编”情景教学、“革命后代
讲家风”专题教学、“编红军草鞋”
体验教学等特色课程，在这里重
温革命历史，在这堂“大思政课”
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自
主调研期间，先后来到八角楼、黄
洋界、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等地
开展实地走访调研，深入感悟井
冈山革命精神。

此次井冈山之行，团队成员
积极与基地老师交流，拓展校地
链接，并深入挖掘何挺颖在上海
大学毕业后投身革命建设的故
事；开展多次校际交流，与西交
大、山东大学等高校学子共同探
讨如何让井冈山精神在智能媒
体时代获得更大传播力；在红色
名村坝上村与老乡拉家常，从细
节处感受井冈山精神。

团队成员发挥专业特色，创
作了多篇主题推文，如“红军的一
天”，打破常规形式，以路线图接
续展现急行军、寻草药、编草鞋等
活动；“井冈山的多巴胺配色”一

文，将视频形式创造性转化于推
文中，采用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时
尚流行色，将百年前的革命画卷
与如今的幸福生活联系起来。团
队成员充分考虑受众特点、媒介特
性、信息特征等诸多因素，围绕“一
个人物、一个时间、一个地点、一个
事件、一种精神”，发挥采写编剪播
的专业特色，推出“影现井冈”系列
视频。

“影现井冈系列视频将持续
推出，团队以人物为主体，以事迹
为内容，保持每周一期的更新频
率，并在确保真实性、代表性的基
础上，增强其感染力，生动展现井

冈山精神的内涵和价值，为受众
带来更具沉浸感的体验。”上海大
学带队教师马建建说道。

通过为期九天的井冈山之
行，团队成员收获颇深。“坚定执
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
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
利”的井冈山精神深深地印在了
每一位团队成员的心里。在井
冈山上的这堂思政大课让团队
成员终生难忘，团队成员表示，
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将牢记井
冈山精神，带着在这里收获的理
想力量勇毅前行，为中国式现代
化挺膺担当。

这片湿地如同一个“家园”
一只大滨鹬，从春天离开澳

大利亚，横跨整个西太平洋，它
们可以一口气连续飞行 5 天 5
夜，但在飞越了5000公里的距离
后，亟需一处栖息地作为能量
站。崇明东滩正是这样的“能量
站”，对于迁徙鸟类，这片湿地如
同一个“家园”意义重大。

从1998年开始，复旦的师生
就开始来到东滩做研究，最初建
的是校级的台站。随着队伍建
设、学校的支持，2021年10月入
选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此次探访活动作为复旦大学生
物生态学科周系列活动之一，面
向学生公开报名。通过促进校
内跨学科深度互动，共同繁荣复
旦的学术传统和创新文化。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
都与我有关。”魏玉龙以此名言类
比说，可能大家觉得昆虫和我们
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但是，75%的花儿是需要昆虫来帮
助传粉才能结出果实，所以说，如
果没有了昆虫，除了水稻这样自
花授粉的主食之外，我们就吃不

到这么丰富的水果了。“很多昆虫
虽然处于生物链的中下端，但其
意义重大，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很
深远的。”

2024年 7月 21日至31日，
第4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遗产委员会会议（世界遗产大
会）在印度新德里召开，在此次
会议上，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
地（第二期）正式通过审议。这
标志着，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
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崇
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成功晋升为上海的首个自然遗
产。上海世界遗产实现了“零的
突破”。

“申遗后，肯定对于我们的
科研也有所助益，会给我们做科
研更大范围的自由。”魏玉龙信
心满满。

小小的螃蟹悄然影响“蓝碳”
20世纪90年代末，外来入侵

植物互花米草曾在上海崇明东
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快
速扩散蔓延，侵占了大量土著植
物的分布区，造成海三棱藨草、
芦苇等土著植物群落面积不断

萎缩，滩涂湿地的高程快速淤
高，严重危害到滩涂底栖生物的
发育生长，进而影响到迁徙鸟类
在滩涂湿地的取食和休息。

从2013年9月开始，保护区
实施了互花米草生态控制与鸟
类栖息地优化工程，主动采取生
态学与工程学相结合的途径，有
效地控制互花米草生长扩张并
修复鸟类栖息地功能，营造了近
24平方公里的优质栖息地，维持
和扩大了鸟类种群数量，改善了
崇明东滩国际重要湿地的质量。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
授、上海长江河口湿地生态系统
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
李博说，通过生态修复外来物种
清理掉后，任务还没有完成，还
要对栖息地进行修复，把原有的
物种恢复起来。

“实际上，做生态修复不能简
单地理解为种草种树，一个生态系
统的结构是非常复杂的，有生产
者、消费者和还原者。如果你只控
制管理了一个成分，那么生态系
统的结构是不完整的，因此，我们
在做生态恢复的时候，要尽可能
地使生态系统的结构能够完整。”

在生态系统的调控里，既要
做上行调控也要有下行调控。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盐沼里有
植物，有螃蟹。鸟类把螃蟹吃
掉，草就可以长起来，如果控制
不了螃蟹的话，草就会被螃蟹吃
掉，草就长不起来了。想要恢复
这里的土著物种，那么，必须把
螃蟹适当地控制下来，而控制螃
蟹，又需要鸟来帮忙，把鸟保护
好。”李博说道。

在这里，“蓝碳”的概念，也
被李博娓娓道来——实际上，这
是与陆地上的“绿碳”相比较而
来的，“蓝碳”就是海洋里的碳，
通过海洋植物从大气中同化二
氧化碳。如果螃蟹把草全部吃
掉，“蓝碳”就无法沉积下来，因
此，进行调控，实际上对“蓝碳”
的沉积也是有帮助的。

听着讲解，同学们顺着滩涂
可以看到，远处的滩涂上设置了一
些笼子，笼子上的网格可以阻隔鸟
类来取食螃蟹。通过比较实验，在
这样一个小小的生态链中进行，研
究团队可以再去进一步研究，从而
从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角度来
真正有效地恢复生态。

八上井冈山，上海大学师生开展别样暑期社会实践

这堂思政大课终生难忘
今年暑期，上海大学10名师生前往江西井冈山，参加由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主办的“井冈

情·中国梦”全国大学生暑期实践季专项行动。据悉，此次井冈行是上海大学师生第八次登上井冈山，上海大学

团委高度重视此次实践，从人才学院、青马工程、团委组织部等学生组织选拔9位分别来自社会学、传播学、材料

学等不同学科门类的学生骨干来到井冈山，用专业特色赋能井冈山精神传播。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无穷的远方都与我有关”
复旦师生在长江滩涂上做生态修复

带上剪刀、检测水
质的仪器，甚至是铁
锹，去滩涂、湿地采集
植物、昆虫、底栖动物
的样本，后期再在实验
室里做鉴定。这样的
日常的观测研究，短期
看，每一年的数据可能
看不出什么结论，但串
起时间坐标，就能发现
做这些基础的调查正
在直观反映着生物多
样性。

95后的魏玉龙，
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长江口湿地站的
一名青年实验师，虽然
被晒得黝黑，但他对自
己正在从事的工作感
到很有意义，也有着强
烈的自豪感、使命感。
昨天，他和他的同事们
在崇明东滩鸟类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迎来了
18名前来探访学习的
复旦学生，并向这群青
年普及小小的螃蟹正
如何影响着“蓝碳”，影
响着整个生态系统。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大学们正在进
行观测研究。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摄

上海大学师生前往江西井冈山。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