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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农业，在高质量发展中寻找乡村振兴的“密码”
叶松亭

上海市政府常务会议日前原则同意 《上

海市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2021-

2025 年）》 并提出， 要坚定不移走都市现代绿

色农业发展之路 。 刚刚公布的 《中共上海市

委关于制定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也提出 ， 进一步增强郊区保障供给 、 生态涵

养 、 文化传承功能 ， 努力成为高科技农业的

领军者 、 优质产业发展的重要承载地 、 城乡

融合和生态宜居的示范区。

“十四五 ” 开篇在即 ， 上海落子布局农

业领域， 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单看纸面数据， 农业不算沪上支柱产业。

2019 年 ， 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不足 0.3% ，

第三产业则高达 72.7%。 ?对上海来说， 发展

农业除了带动农村经济 、 提高农民收入 ， 还

能够保障城市 “菜篮子 ” “果盘子 ” 供应 ，

发挥稻田 、 菜园 、 果园等 “都市之肺 ” 的生

态涵养作用 ， 也可以作为市民休闲度假的去

处 ， 让 “城里人 ” 望得见山 、 看得见水 、 记

得住乡愁 、 体验到农事 ， 值得当成一项长期

重点工作来谋划部署。

新时期推动农业工作 ， 需立足自身特点

“发力 ”。 本地市场对农产品规模与品质的要

求很高 ， 同时 ， 上海土地资源少 、 人力成本

高 ， 产业规模相对有限 。 供需格局决定这里

不适合 “大水漫灌 ”， 更适合 “精准滴灌 ”，

走 “小而美 ” 的精品路线 ， 主打高品质 、 高

附加值农产品。 以全市唯一入选 “2020 年全

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 ” 的宝山区罗店镇天

平村为例 ， 这个曾经的粮棉之乡 、 如今的花

果之乡 ， 靠的是特色种植业与一二三产业融

合 ， 全年投放市场 600 ?吨四季蔬菜 ， 还提供

草莓、 桑葚等多种时令鲜果， 以全村 2100 亩农

田 ， 绘出沪郊现代农业 “特色 、 绿色 、 景色 ”

的 “三色图”。

未来要进一步突出高质量发展的特点 ， 上

海农业参与市场竞争时 ， 还有一块 “兵家必争

之地”： 能否通过高科技种植作业方式， 实现精

准管理 、 降本增效 。 眼下这方面已有一些令人

期待的探索 。 在奉贤区海湾镇华固基地 ， 种鸡

毛菜用的是来自立陶宛的泥炭土 ， 富含营养 ，

加上全面推广机械化种植 ， 预计到明年底可每

年上市 6 万吨鸡毛菜 ， 不仅物美价廉 ， 而且生

态绿色 。 在崇明现代农业园区 ， 由由中荷现代

农业创新园项目正加快推进 ， 全球领先的 “植

物工厂 ” 将拔地而起 。 事实上 ， 崇明这座明日

的 “世界级生态岛”， 近年通过 “十万亩良田向

全球招商 ” 等活动 ， 工厂化农业生产的优势越

发明显 ， 其打造 “世界农业工厂 ” 的图景已然

初现......

今后五年 ， 是盘活乡村资源 、 释放农业发

展活力的关键五年 。 我们要以此为契机 ， 在写

好农业高质量发展这篇 “大文章 ” 的过程中 ，

积极寻找上海乡村振兴的 “密码”， 让乡村真正

成为这座超大城市的亮丽底色。

生于网络社交时代的儿童，该如何面对“成为网红”

全球“最吸金”网红中出现越来越多儿童面孔，三成小学生视网红为理想职业

近年来 ， 世界各国都涌现了一批儿童网

红， 国内抖音、 微博、 B站等平台也活跃着许

多视频直播 “小达人”。 有调查显示， 三成小

学生视网红为未来理想职业 ， 不少家长也赞

同孩子做网红 ， “童星闪耀 ” 似在全球掀起

风潮。

不可否认， 在当下人人皆网红的时代， 儿

童不可避免地会参与其中。 那么， 这一代生于

社交网络的儿童， 究竟该如何认识网红？ 几年

后， 长大的他们又该如何面对童年的转型呢？

专家表示， 不必用异样眼光看待网红这个新兴

职业， 年少成名不是坏事， 关键是如何引导孩

子正确认识并看待自己。

年少成名不可怕， 难在不
做昙花一现的 “伤仲永”

美国“假笑”表情包男孩Gavin，2岁起爆红

社交网络 ；韩国6岁女孩Boram，买下首尔市中

心千万豪宅；抖音平台上，拥有几十万活跃粉丝

的儿童网红， 代言一条玩具广告的报价约为10

万到20万元……在生于网络社交时代的z世代、

10后中，“出名要趁早” 正被不少人身体力行地

实践着，并成功地实现了商业变现。

长大后你想干什么？ 一项调查了美国、英

国和中国的3000名8至12岁儿童的研究显示 ，

在小学生中，网红成为比宇航员更具吸引力的

职业。 近三分之一的孩子表示，他们长大后想

成为网红博主 ， 把直播和拍视频作为收入来

源，只有11%的孩子说他们想成为一名宇航员。

你赞同孩子做网红吗？ 最近， 一项网络调

查结果表明， 赞同和不赞同的家长平分秋色。

有不少父母认为， 如果孩子有这方面的工作和

表现机会， 会是一次很好的锻炼。

“对网红、 主播这样的新兴行业， 不必戴

着有色眼镜去批判， 但孩子往往只看到了他们

最光鲜的一面， 似乎成名、 赚钱非常轻松， 所

以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向往， 却很少关注其背后

付出的努力和自身具备的实力， 包括天赋、 运

气和资源。” 静安区家庭教育中心主任陈小文

认为， 年少成名不可怕， 难在不做昙花一现的

“伤仲永”。

眼下， 从小学到大学都引入了生涯规划、

职业教育， 陈小文表示， 不妨将网红现象变成

引导学生职业选择的教育案例———如果没有实

力、 没有日积月累的付出， 即便侥幸爆红， 也

只能是昙花一现。 当孩子对目标有了更深入的

理解之后， 可以再来掂量一下自己行不行。

有人在粉丝簇拥中迷失自
我， 有人却能发现更好的自己

“从小 ， 爸妈就用 iPad给我放动画片 ”

“放松的时候喜欢玩手游 ” “会经常刷抖音 、

上B站， 看有趣的小视频” “平时会在QQ上和

同学聊天、 分享好玩的事情” ……互联网时代

的童年记忆与上一代人已大不相同。

据统计 ， 85%的00后 、 10后使用QQ或微

信， 生于社交网络时代的他们， 不存在封闭的

世界 。 如何避免孩子在网络社交空间迷失方

向？ 阻止和禁用绝不是办法。 有专家建议， 家

长和教育工作者应适时抓住机会， 心平气和地

跟孩子聊聊数字足迹的利弊， 规范他们在社交

媒体上的行为。

不可否认， 短视频与直播的崛起， 为网红

的推广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条件， 同时， 网红输

出和变现的方式也日益多元。

同时， 和电视时代相比， 童年在互联网上

消逝得更快， 但另一方面， 相比印刷时代， 互

联网更强的互动性使自主学习有了更多可能。

比如， B站上大火的 “最年幼编程老师 ”、 小

学生Vita君， 至今他已上传了二十多个 “小学

生教你学编程” 的教学小视频， 累计播放量突

破百万。 通过教学， Vita君不断实现着自我提

升， 他说： “当我教学生时， 我自己也在学新

的东西。” 在其父亲看来， 培养兴趣永远是第

一位的， 家长要做的就是提供资源和机会， 鼓

励孩子不断发起更高挑战。

“有人在粉丝的簇拥中迷失自我， 也有人

在正向传播中发现更好的自己。” 华东师范大

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宋永宁表示， 对

于儿童网红现象， 父母的引导很关键， 像这样

注重在网络互动中激发孩子兴趣、 发挥个人特

长、 不断提升自我的案例， 值得家长们借鉴。

网红并非人人适合， 要善
于发现平凡孩子的闪光点

社交网站上 ， 常有孩子因为言行 “像个

小大人 ”， 被众多网友争相围观并表示羡慕 ：

“真希望我的孩子也这样乖巧懂事 。 ” 也有人

批评网红生活对童真的消费 ， 不过也有儿童

网红家长表示 ， “无论如何 ， 我们已有许多

美妙的经历 ”。

对此， 宋永宁认为， 童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

不可失去的。 如果父母只是分享符合孩子年龄的

行为， 比如玩玩具或个人特长等 ， 那么无可厚

非； 但如果将孩子置于成人的操纵和摆布之下，

催其过早成熟， 所谓的人气关注， 只是满足了家

长的虚荣心。

他表示， 并非人人都能成名， 网红并不适合

所有人。 不过， 相当部分的家长喜欢与 “别人家

的孩子” 作比较， 这往往影响着孩子的反馈。 与

其对孩子说 “你不如xxx”， 不如多鼓励孩子和自

己比较， 看看有没有进步。

陈小文也认为， 当下的社会和家长圈中弥漫

着焦虑和攀比。

在学校举办的各种活动 、 各类比赛中 ， 家

长总希望自己的孩子拿到第一名或成为校园主

角。 “与其把聚光灯放在各种儿童 ‘达人’、 表

演 ‘小明星’ 身上， 不如更多关注平凡孩子的价

值和闪光点， 公平公正地善待每一个孩子。” 陈

小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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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息尚存，征帆不落
一生横跨话剧、电影、报告文学、纪录片等多个文学艺术领域

著名表演艺术家、作家黄宗英14日凌晨逝世，享年95岁———

著名表演艺术家、 作家黄宗英于 14 日凌

晨逝世， 享年 95 岁。 近一个世纪的人生， 鲜

少有像黄宗英一样横跨话剧 、 电影 、 报告文

学、 纪录片等多个领域， 并都能留下华彩印记

的大家———初出茅庐， 她是舞台上青春靓丽的

“甜姐儿”； 正值盛年， 她凭借 《家》 里温婉秀

美的 “梅表姐” 形象定格在几代人的心中； 而

借由报告文学 《大雁情》 《小木屋》 中那些扎

根山林高原无私奉献的科学家， 看见了作家黄

宗英的悲悯与大爱 ； 晚年 ， 她参与的纪录片

《望长城》 曾创下中日两国的收视纪录。

“从 16 岁被黄佐临推上台救场开始， 黄

宗英的每一次选择或许是命运与时代的推动，

可她却凭借自身修养和坚韧奋斗， 在每一个阶

段和文学艺术领域让生命价值得到最大的实

现”， 在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上海戏剧学

院教授石川看来， 这正是这位文学艺术大家最

难能可贵的地方。

去年10月，黄宗英获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

奖”终身成就奖。 尽管未亲临颁奖现场，但儿子

赵佐代为发表的感言“小妹做到了”，却让无数

人感慨这位文学艺术大家的谦逊与真挚。 她最

近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 是今年年初为疫情中

的武汉加油祈福。 视频里满头银发的她一袭红

衣，攥紧拳头神情庄重念出“中国加油！ 武汉加

油！上海加油！奶奶加油！ ”不禁让人感慨，报告

文学《小木屋》主人公徐凤翔“一息尚存，征帆不

落”的自勉，已成为黄宗英一生最贴切的注脚。

从 16 岁替补救场到舞台
“甜姐儿”， 生活就是她的大课堂

所有的故事， 要从哥哥黄宗江的邀约开始

说起。 1941 年， 只有 16 岁的黄宗英南下追随

已经在上海成为演员的黄宗江 。 在他的引荐

下 ， 黄宗英也加入了这个由黄佐临主持的剧

团， 从给导演打下手、 登记道具做起。 然而清

秀温婉又谦虚好学的黄宗英， 很快就被 “推”

上了舞台。 从第一次紧张到只顾着把台词倒豆

子般念完了事， 到拥有为其 “量身定制” 的大

戏 《甜姐儿》 风靡上海滩， 只用了不到两年时

间。 后者在卡尔登剧场 （原长江剧场） 上演百

场， 身着大红呢上衣和白帆布马裤的黄宗英，

也成为当时上海女性竞相模仿的对象。

1946 年，命运又在她身后推了一把。 黄宗

英凭借首部电影《追》步入影坛。 此后，不管是

《乌鸦与麻雀》中的国民党军官外室“小瑛”，《丽

人行》中的进步知识分子李新群，还是《家》中最

为人所熟知的“梅表姐”……哪怕并非女一号，

她的表演也都能成为银幕上独树一帜的存在。

而这既得益于黄佐临、 黄宗江等人的提携

指导， 更源自于她本人对于生活的深刻体察和精

准把握。 比起抗战时期在重庆锤炼出的话剧 “四

大名旦” 张瑞芳、 秦怡、 白杨、 舒绣文， 年龄稍

小的黄宗英， 起步虽晚却起点颇高。

“步入 20 世纪 40 年代， 中国话剧事业迈上

一个新台阶。 黄宗江等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新鲜

血液加入， 也令话剧表演告别 30年代商业话剧时

期 ‘演剧’ 风格， 转而追求对于人物更为质朴、

真实的表达。” 如果说 1930 年代的表演还沿袭了

传统戏曲的经验， 用脸谱化、 类型化来呈现， 那

么到了黄宗英所处的 1940 年代， 已经变成了现

实主义的表达方式 。 石川认为 ， 不管是泼辣妖

媚 ， 还是温婉大方 ， 黄宗英总能刻画得惟妙惟

肖， 与其说是借助技巧训练或是表演理论， 不如

说是拥有深厚的生活底子。 一方面， 在战乱中与

百姓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活经历成为最好的素材，

滋养他们的人物刻画； 而另一方面， 动辄一天四

五场、 吃饭休息不脱戏服的高强度演出， 让他们

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 人生历练和舞台经验高度

统一， 成为老一辈表演艺术家得以超越表演体系

理论， 塑造一系列经典银幕形象的关键所在。

文海楫舟 ， 她褪去银幕光
环， 苦修只为书写更多的伟大

上世纪 60 年代， 黄宗英进入中国作协上海

分会专职创作。 褪去银幕光环， 没有半点明星的

架子， 自此她用脚丈量边疆， 用笔书写伟大， 迎

来另一片广阔天地。

这一次跨界， 说是被 “推入” 文坛， 是组织

的安排， 但与她骨子里的才气与好学不无关系。

上世纪 40 年代初剧团解散， 黄宗英便与黄宗江

等人借住在黄佐临家中寒窗苦读。 几年后， 她便

尝试写作并以 《寒窗走笔 》 在 《文汇报 》 副刊

《笔会》 连载。 翻看这些小文， 记录着她身兼演

员、 学生 、 主妇三职的所思所感 。 在她的书单

里， 赫然列着 《宋元戏曲史》 《清代伶官传》 等

书籍。

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 她进入文学创作的高

峰期。 她的报告文学作品 《大雁情》 《美丽的眼

睛》 《桔》 获得中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三连冠”。

此后， 她的一部 《小木屋》， 更成为中国报告文

学史上留有重要印记的作品。 而报告文学的特殊

性， 决定了创作者必须走出书斋， 亲历现场。 而

黄宗英所选择的书写对象， 还是深入山林高原的

科学工作者。 这其中必须要经历的翻山越岭、 风

餐露宿自是常态。 为了写作 《小木屋》 并拍摄纪

录片， 她在花甲之年几度进藏。 克服高原缺氧，

观察采访徐凤翔工作生活的同时， 自己也 “把测

高仪、 风向风速仪、 干湿球温度计等仪器和油锯

都玩遍了”。 然而这之后， 她却因高原长期缺氧

工作， 血管受到严重损伤， 在后半生饱受血栓之

苦。 即便有了如此濒死体验， 她还是那句 “我不

后悔”。 比较之下 ， 她 65 岁跟着纪录片 《望长

城》 剧组挺进罗布泊待足 18 个日夜竟也不在话

下。 正如上海作协党组书记王伟所感慨的那样，

“她用脚走出来的精神， 对于当下现实题材的创

作何其珍贵。”

步入晚年 ， 好学如她仍坚持天天上函授大

学。 耄耋之年的日记随笔， 黄宗英以 “百衲衣”

命名。 她曾说， “我们是知识的奴隶 、 智慧的

信徒、 民主与科学的朝拜者 ， 一步一跪地朝前

走。” 僧人苦修所着布满补丁的衣服一如她的人

生， 在细密针脚之下 ， 最终闪耀出智慧与洒脱

的光芒。晚年黄宗英。 （资料照片）

▲美国“假笑”表情

包男孩Gavin，2岁起爆红

社交网络。 （资料照片）

荨互联网时代的童

年记忆与上一代人已大

不相同。 图/视觉中国

■对生于社交网络时代的00后、10后来说，不存在封闭的世界。 如何避免孩子

在网络社交空间迷失方向？阻止和禁用绝不是办法。有专家建议，家长和教育工作

者应适时抓住机会，心平气和地跟孩子聊聊数字足迹的利弊，规范他们在社交媒

体上的行为

制图：李洁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