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荩 刊第二版

■本报记者 吴金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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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我读研后想从事

冰川学的研究。”当华东师范

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的“学霸”

杨玮琳在保研面试中说出自

己心仪的学术方向时， 在场

的老师们有些意外。

从事自然地理研究离不

开户外勘测，条件本就艰苦，

而做冰川学研究更得吃苦中

苦，少不了爬雪山、登高原。

杨玮琳成绩优异， 保研名校

“热门”专业十拿九稳，怎么

偏偏要学这个“冷门”专业？

面对老师们的好奇 ，杨

玮琳说出心里话： 大三时参

加的马牙雪山野外实践项

目， 让她确立了自己的学术

志向，“国家需要什么， 我就

研究什么”。

在华东师大地理科学学

院， 这门名为 “野外实践调

查” 的课程确有一番神奇的

魔力： 很多学生上完这门实

践课后， 进一步坚定了学以

致用的报国志向。

这门课是怎么上的 ？为

什么会给学生带来这样的转

变？课程教学团队主讲教师、

华东师大地理科学学院副院

长周立旻给出回答：“野外实

践调查”不仅是一门专业课，

更是一堂鲜活的家国情怀教

育课。

课程思政的有机融入 ，

不仅让这门课成为学生心目

中的“金课”，也无形中产生

了春风化雨的育人成效 。在

华东师大地理科学学院 ，每

年有近一半保研毕业生主动

选择国家急需的基础研究领

域，从事自然地理研究，甘坐

“冷板凳”， 只为守护绿水青

山，助力脱贫攻坚。

00后怕吃苦？

他们的另一面是：

能量超乎想象！

提起如今的 00后大学

生，不少人给他们贴上了“娇

气”“怕吃苦”“佛系”等标签。

但在周立旻看来， 这一代青

年学生其实充满了理想与激

情， 只要老师们当好 “引路

人”、引导他们扣好人生的第

一粒扣子 ，00后的能量超乎

想象。

时至今日， 谈起杨玮琳

保研面试时的坚决，周立旻仍然记忆犹新。

时间拨回到三年前，那时的杨玮琳，成绩绩点常排名第一，

可在一次师生的谈心中， 杨玮琳却告诉周立旻：“不知道未来要

做什么，感到很迷茫。”

尖子生也为前途而迷茫，怎么办？杨玮琳大三那年，周立旻

带领一行40名同学去青藏高原，师生们穿着厚重的登山服，一步

步朝着海拔4000多米的马牙雪山进发。当大家气喘吁吁登顶后，

周立旻指着眼前的古冰川地貌， 谈起了冰川水对西部缺水地区

的重要性，将冰川保护之重要意义娓娓道来。没想到这一幕，就

这样深深定格在学生的心里， 让杨玮琳找到了愿意付诸一生的

科研方向。

这一实践课程完成后，立志研究冰川学的杨玮琳回到学校，

一直坚持洗冷水澡， 为的是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 如愿保研北

大、 进入我国冰川研究顶级研究团队后， 她一直醉心于这一方

向，目前已发表了多篇论文。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华东师大地理科学专业来说，野外

实践教学是地理学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 这里不仅历来重视实

践教学体系的建设， 还牵头构建了全国地理学野外联合实习体

系，并获得过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如何更好地助力在学术上拔尖的学生根植理想， 引导他们

将个人的发展和祖国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系统梳理地理

科学专业的课程思政培养目标与评估指标体系后， 学院的老师

们达成共识： 必须确立课程思政是专业知识学习与技能训练成

效核心支撑的理念，以此全面优化和提升野外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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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人民情怀，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习近平在湖南考察并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纪实 荩 刊第三版

国产影视作品能为民族产业
带来怎样的燃爆点？

 带货能力有目共睹，代言意识亟待提高。当一部国产剧的总播放量
最高可以突破500亿次时，是时候讨论这样一个话题了———

《三十而已》热播，连带着让上海的河

滨大楼、 枫泾古镇成为网红；《安家》 播出

后，带火了老严包子铺的原型；更不要说那

些剧中人唇上的口红色号、 手里的拎包款

式、代步的座驾型号，被网友推上热搜……

影视剧的带货能力在今天已经有目共

睹，不过，正因为如此，其中的一些“缺失”也

凸显出来。有业内人士指出，相比影视工业

更为成熟的国家，国产影视明显缺乏一种为

民族产业“代言”的自觉意识。尤其是置身于

当前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大背

景下，这已经成为亟待补上的一个短板。

上海市社联专职副主席权衡教授这样

向记者表达他的观点：“国内大循环不仅仅

是供给和需求的循环， 也包括产业之间的

循环， 特别是要按照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

趋势， 来推动产业供需等相互之间的有效

循环。 影视产业如果能够打通与制造业等

产业之间的链条， 这本身就是产业深度融

合和有效循环的内在表现， 也能够为经济

复苏带来巨大的燃爆点， 这方面大有文章

可做。”

影视作品能够屡屡带
货，是因为其天然地具有溢
出效应和传播效应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会产业发展部

主任胡娜有一件印象深刻的小事：“前两年

我去欧洲出差，在比利时一个小镇上，导游

介绍景点时说演员靳东刚刚在这里拍过

戏，于是大家都想去看看。”影视剧的影响

力和带动力由此可见一斑。

事实上我们对这样的事例并不陌生。

《卧虎藏龙》让浙江安吉名声大噪，韩国龙

平滑雪场因为《冬季恋歌》成为具有国际知

名度的滑雪胜地，《指环王》 更是使得整个

新西兰成为全球影迷打卡地。

在权衡看来， 作为最贴近大众的文艺

样式之一， 影视作品天然地具有溢出效应

和传播效应，这是其能够屡屡“带货”的重

要原因。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播出多平台、收

看多屏幕的时代， 一部电视剧的总播放量

最高可以突破500?次，抵达的人群非常广

阔，一部热播剧带火一件商品、一间茶馆、

一幢楼、一条街、一片景点、一座城市的事

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茛 下转第五版

“团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
———写在习近平主席即将出席联合国成立

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之际

■ “我们支持国际社会以此为契机，重申
对多边主义承诺”

■ “重大危机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
独善其身，团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

■ “以坚定的步伐走出人类历史上这段艰
难时期，共同迎接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联合
国成立75周?系列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此时， 百?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大流
行，把世界加速推向了新的十字路口。团结还是分裂？

合作还是对抗？共担责任还是诿过他人？人类面临关键
抉择。于危机中洞悉未来，在迷雾中指引航向。世界期
待联合国讲坛上的中国声音 荩 刊第四版

■新时代奋斗者

“民情日志”大数据让社区服务更精准更给力
构建“数字孪生社区”、打造“数据驾驶舱”，发力提升社区精细化治理水平和效能

近三个月， 静安区临汾路街道新增老

房成功加装电梯24台， 这一速度实现了去

年同期的倍增。愈发成熟有效的保障机制、

规范便利的操作流程外，民情大数据的“算

力”是其间的“魔法之手”———通过拆解成

功加梯楼栋的数据密码， 形成数据模型画

布， 再将这一模型倒推至全社区， 从而在

“茫茫楼海”中精准挖掘、识别出那些最接

近这一模型、即最有可能成功加梯的“潜在

楼栋”。这一基础上，社区力量的“投入产出

比”几乎可用惊喜来形容：社区干部们稍作

努力、稍给推力，这些被算力推荐出来的潜

在楼栋便纷纷晋级“成功加梯”。

基层社区，赋能才是最好的减负。

在全市基层社区中率先启用 “民情日

志”大数据系统的临汾路街道，依托大数据

赋能社区治理已两个年头。大数据，不仅让

这个曾经的 “矮个头” 社区迅速站上 “云

端”，更带来别样的思维和视角。通过开发

各类应用场景，为治理高空抛物、垃圾分类

及常态化疫情防控等助力， 百姓的获得感

大大增强。 茛 下转第二版

临汾路
街道

通过“民情日志”大数据系统，街道工作人员实时了解百姓需求和社区工作人员走访收集的人民建议，

合理布点，为社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开栏的话
2020年，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之年。

14亿人口，泱泱大国，不仅解决温饱，还要让全体

人民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源自于《诗经》的“小康”一

词，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概念，它见诸衣食住行、公共

服务、文化生活、精神面貌等，关系每个人的生产生活，

更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它也是一个

窗口，充分彰显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治理优势、制度优势。

配合中宣部组织开展的“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主

题采访报道活动，本报今起推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专栏，把笔头和镜头对准勤劳、

智慧、勇敢的基层社区和普通百姓，充分聚焦人民群众

共建美好家园、共享幸福生活的生动实践和伟大成果，

生动展现人民群众为过上好日子的踏实拼搏与无私奉

献，以此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本报记者 邵岭

一部热播剧带火一件商品、一间茶馆、一幢楼、一条街、一片景点、一座城市的事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上海影视拍摄指南》

收录在册的景点超过280个， 其中很多都随着影视作品的上映播出而成为网红 。 ①复兴西路上的柯灵故居。 本报记者 袁婧摄
② “落叶不扫” 的武康路。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③东平路上的老洋房。 傅国林摄 制图：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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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面罩，一把焊枪，一身防护服，朱瑞霞

用22?时间，练就一双巧手，成为一位响当当

的“钢铁裁缝”，构筑中国船舰的钢筋铁骨，在远

望系列船、雪龙2号、南昌舰以及高技术民船等

国之重器的建造中屡建功勋。经她手的焊缝，一

次拍片合格率可达98.5%， 远高于公司和部门

指标，是实打实的“蒙面焊匠”

江南造船电焊工朱瑞霞
二十多年如一日

练就“钢铁上的绣花功夫”

构筑“国之重器”钢筋铁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