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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刚过，位于金山区廊下镇南

陆村的田野里一片金黄、稻浪滚滚。

昨天一早，两台收割机开足马力“轰

隆隆”来回穿梭，由上海市农业生物

基因中心选育的特早熟节水抗旱稻

“八月香”雪花粳正式开镰。今年夏

天上海经受了超长高温，“酷烤”模式

下，“八月香”稻穗仍然枝型完整、穗

粒饱满，结实率保持在90%以上。

4年前，“八月香”在金山“小试

牛刀”种了200亩，如今它在上海及

周边地区推广种植已超过3000亩。

与此同时，以“八月香”系列品种为原

料的米浆、米酒、面膜护肤品等高附

加值产品正逐步获得市场认可，“八

月香”有望走出一条农业新质生产力

的新“稻”路。

连续酷暑日创纪录，
“八月香”扛住了

今年夏天，上海频频“热”出新纪

录。截至昨天，上海今夏高温日已达

34天。其中7月末至8月上旬，37℃

以上的酷暑天持续12天，打破徐家

汇站建站152年来连续酷暑日最长

纪录。

高温炙烤下，水稻和人一样“吃

不消”。研究表明，平均气温每升高

1℃，会造成水稻、小麦、玉米等粮食

作物3%-8%左右的减产；38℃及以

上高温天如持续十多天，常规水稻的

结实率就会下降至10%以下；气温超

过43℃，水稻的雄蕊就会“绝精”……

长时间持续高温，“八月香”扛

住了。为何“八月香”粳稻能经受

“烤”验？原来，作为节水抗旱稻的

一个品种，“八月香”粳稻继承了旱

稻家族“吃水少”、耐高温的特点。

来自田间的数据表明，节水抗旱稻

的用水量比常规水稻可减少50%以

上，农药、化肥的施用量可减少50%

以上。即使在灌浆期遭遇连续40℃

以上的超高温，平均亩产也能达到

450公斤左右。

种植面积扩大，多区争
抢“沪郊第一镰”

2020年，米粒细长、晶莹剔透的

常规籼型“八月香”在金山廊下首次

亮相，率先拉开“沪郊第一镰”的丰收

景象。

随着“八月香”系列品种种植面

积不断扩大，“沪郊第一镰”的“拼

抢”日趋激烈。今年，“第一镰”花落

光明农发集团的崇明生产基地，3天

前，该基地的早熟水稻已开始收割，

比本地常规粳稻的上市时间提前了

40多天。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科研人员赵洪阳介绍，经过4

年的推广应用，“八月香”打响了“沪上秋天里的第一碗米饭”

的名头，种植面积从一开始的200亩扩大到3000余亩。除金

山和崇明外，闵行、奉贤、青浦、浦东等地均有种植。此外，“八

月香”还走进了江苏无锡、山东临沂、江西南昌等地，经过近期

跟踪回访及技术指导服务，均长势良好。

在闵行区浦江镇东风村，上海谷杰粮食专业合作社种植

“八月香”的土地是复垦耕地，之前由村民垦荒，在沟渠灌溉、

土地性状、土壤质量上都较常规地块要差。即便如此，“八月

香”的表现依然良好。

在浦东新区新场镇祝桥村，上海蓓佳果蔬专业合作社第

一次尝试种植30亩粳型“八月香”品种“沪旱16”，尽管亩产量

不如常规水稻，但新品种在节水、节肥、节药及人工方面节约

下的成本远高于产量差值。该合作社负责人乔建忠介绍，“沪

旱16”的施氮量比常规水稻平均减少11公斤/亩，农药使用量

也大幅减少。

产业链延伸，“稻+”模式带来更多可能

“八月香”上市已有4年，上海人的喜好被逐一摸清，其产

业链也不断延展。一开始，金山廊下种植的是“八月香”家族

的籼型品种，不过上海人普遍更爱口感软糯的粳稻。为此，研

发团队加强了粳型“八月香”的选育，今年廊下基地把籼型品

种全部改成粳型品种，更贴合市场需求。

由于“八月香”生长周期只有105天，可在八月收割完后

再种一茬生菜、玉米、小青菜或油菜。从实践来看，生菜是性

价比不错的选择。基于“八月香”的“稻+”模式，正如魔方一

般为都市农业带来更多可能。

目前，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从全球收集到了生菜资源2000

余份，获得大批耐高温、耐寒、耐抽薹和抗霜霉病的优异资源，

数量居全国第一。据透露，中心已获认定生菜新品种一个，获

得生菜新品种权一件，具备市场潜力的生菜新品系近10个。

距离昨天开镰的“八月香”稻田不远处，有一块绿油油的

水稻田。赵洪阳介绍，这是12亩麦稻免耕示范田，去年在上

海首次试验，今年大面积示范。这里前期种的是小麦，今年5

月下旬用无人机向小麦田直接撒播节水抗旱稻品种“沪旱

61”的种子，一周后，等小麦收割完，就开始灌水。因为小麦不

能在高温有水的环境下生长，所以田里小麦逐步消亡，水稻长

得越来越好。结合节水抗旱稻“直播旱管”的特点，这种模式

不仅省工省时，而且低碳环保，助力粮食生产绿色增效。

特
早
熟
节
水
抗
旱
稻
﹃
八
月
香
﹄
走
通
产
业
化
之
路
， 
年
种
植
面
积
增
  
倍

扛
住
高
温
，﹃
秋
天
里
第
一
碗
香
米
饭
﹄
来
了

■本报记者 沈湫莎

本报讯 （见习记者张菲垭）人工智能井
喷式发展下，高速非易失存储技术的发展需

求愈发迫切。然而，当前主流非易失闪存的

编程速度仍停留在百微秒级，难以满足先进

应用的需求。近日，复旦大学周鹏教授和刘春

森研究员领衔的团队在这一领域取得重大突

破，成功实现了纳秒编程闪存的大规模集成，

并将其微缩至8纳米极限。8月12日，相关研

究成果以《二维超快闪存的规模集成工艺》为

题发表在《自然-电子学》（NatureElectronics）

期刊上。

团队此前的研究表明，二维半导体结构

能够将闪存的编程速度提升至纳秒级，但

如何实现这一技术的大规模集成仍面临巨

大挑战。

这项成果中，团队从界面工程技术出发，

首次在国际上实现了1KB规模的纳秒级超

快闪存阵列集成验证，并证明这一技术可以

扩展至亚10纳米级别。实验显示，在这一规

模下，纳秒级非易失编程速度下良率高达

98%，超越了国际半导体技术路线图对闪存

制造的良率要求。

此外，团队还开发了一种不依赖先进光

刻设备的自对准工艺，并通过原创的叠层电

场设计理论，成功制造出沟道长度仅为8纳

米的超快闪存器件。这一器件突破了传统硅

基闪存的物理尺寸极限，具备20纳秒超快编

程、10年非易失性、十万次循环寿命以及多

态存储性能的显著优势。

这项研究的成功为超快闪存技术的产业

化应用铺平了道路，标志着存储技术的一次重

要飞跃。

该研究得到了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基金

委重要领军人才计划、上海市基础研究特区计

划、上海市启明星等项目的资助，以及教育部创

新平台的支持。

复旦大学集成芯片与系统全国重点实验

室、芯片与系统前沿技术研究院刘春森和微电

子学院周鹏为论文通讯作者，刘春森和博士生

江勇波、曹振远为论文第一作者。

复旦团队取得新突破，实现纳秒编程闪存大规模集成

推动纳秒级超快存储闪存技术产业化

“哎呀，我来迟了！”王熙凤“凤辣子”的笑

声再度传遍网络。近日，一段名为《红楼聚

餐》的短视频走红，几位大学生以“林黛玉初

入贾府”演绎“放假前宿舍聚餐活动”，B站播

放量已超200万次，抖音点赞量近120万，他

们的二创视频还在继续更新中。

不难发现，短视频平台上，由《红楼梦》

《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经典IP翻拍与二创

甚至N创的“爆款”层出不穷。专家指出，年

轻人玩转经典，不止于“旧瓶装新酒”，经典的

强大滋养与当代青年的情感表达缺一不可。

经典文学   的再创作，“趣
味”与“反差”助力出圈

大学生放假前一天的仪式感，在创作者

“灵霖七”的视频里摇身变成红楼故事。“宿舍

守舍人”以“林黛玉”的扮相同隔壁宿舍寝室

长“贾母”、学姐“王熙凤”等人一起聚餐，出场

的“王熙凤”与原著中头戴“金丝八宝攒珠

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身穿“缕金百蝶

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的扮相几乎无异，一身

爽气、一对明眸，更是让观众们感叹“哪里来

的神仙妃子”。黛玉、贾母等角色皆在视频中

如数端出，满屏经典味道。

力图还原经典的服化道与当代场景碰

撞，“趣味”与“反差”是出圈密码。“灵霖七”和

她的同伴们十分讲究，人物的动作、神态、语

气配上剧版《红楼梦》的拍摄剪辑方式，就连

白噪音也一并做旧，让观众们不断称赞。而

故事场景设置在宿舍与教室，镜头中出现现

代钟表、镜子等摆件，又在不断提醒着人们这

是一个诙谐的当代故事。复旦大学新闻学教

授张志安认为，“趣味”与“反差”是视频出圈

的重要原因：“林黛玉进贾府，原来电视剧在

布置上非常奢华，场景也很热闹，学生的翻拍

比较现代且简单，但就是这种反差，给人解压

感。她们专注的表演，又带来一种趣味性。”

“戏仿”并非“乱仿”，视频创作者对原著或

影视作品有一定的认识，并在创作中与其呼

应。餐桌上，酒配柠檬茶名为“秋爽”，出自原

著中探春住的“秋爽斋”；雪碧配酒名为“怡红

快绿”，呼应宝玉住所“怡红院”；还有一杯名为

“沁芳”的现代饮品也实则呼应着原著文本。

视频中当代身份与红楼角色也十分匹配，谨

慎的守舍人同黛玉如出一辙，颇具威严又慈

爱的寝室长好似另一个“贾母”，这一份对经

典的尊重与真诚也赢得了不少网友认可。

对经典的改写冲动：青年人
的生活书写与情感表达

当代表达借力经典文本，展现出经典著

作雄厚的滋养能力。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罗

书华认为：“《红楼梦》写人生万象、万象人生，

读者总能在其中找到一种相近的人生。而这

些再创作是生活的自然，任何时代都会以当

代喜闻乐见的形式去接受与传播。”《红楼梦》

中的女性群像被用在当代女生宿舍的群体

中，相互帮衬又相互竞争、彼此审视的微妙关

系也毫不突兀。而在扮演角色、制造笑梗的

过程中，“青年人的精神状态”在经典的帮衬

下得到极好的表达。

因此，《红楼聚餐》走红并非偶然，经典

IP故事下是当代青年书写生活与表达情感

的冲动，是更为平等的参与和共享。罗书华

认为，每位学者和创作者对同一部作品都可能

有不同的理解，然而，观众的反应与演员获得的

满足感同样重要。简言之，创作者和观众要乐

在其中。创作者通过短视频分享感情与生活，

观众则在视频中共情并获得新的生活体验，而

文学经典则助推着乐趣的发生。“当下学业压力

大、竞争激烈，学生们通过这种全新的放松形

式，做一个较为专业又好玩的视频，是能够增进

同学情谊，缓解普遍焦虑的。”张志安说。

当下，基于经典IP的二创视频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互联网各大平台，因经典的包容性与当

代故事的精确性收获广泛关注，对此，张志安提

醒：“二创视频最重要的是把握‘有趣’和‘低俗’

间的分寸，要体现最基本的文学素养和道德素

养，在尊重经典作品的基础上进行二创，如果在

这个基础上还能传播一下经典文化作品，给观

众一些启发和重归原著的欲望，就更好了。”

有关红楼的故事在不断上演，但也需注意，

跳动在指尖的短视频并不是走进红楼世界的唯

一入口，更不是最终路径。短视频再创作是一种

“生活的自然”，但是创作者更严肃地看待名著，以

及观众更自觉地回到书本品味红楼，才是对《红

楼梦》乃至更多经典最本真、最完整的尊重。

“戏仿”并非“乱仿”，呼应原著文本的短视频《红楼聚餐》走红

经典滋养与当代表达才是出圈密码
■本报实习生 郭梦涵

见习记者 孙彦扬

AI手术规划师、AI病理辅助诊断系

统……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里，人工智能正日益深入医疗各学科，

成为医生们不可或缺的“新同事”。昨天，

第11届瑞金医院医学体验营再度开营，邀

大中学生走进医院，体验当下最热的“医学

数智化”。

手术规划师、“大块头”蕴藏
医学科技之美

现在，肝胆外科手术怎么做？走进瑞

金医院肝胆外科，学生们直击AI手术规划

师的工作：通过三维可视技术，AI模拟手

术切除场景，并在术前标注出患者重要血

管位置，确保医生在手术时精准切除病灶，

同时最大程度保护剩余肝脏结构。

在消化科，AI辅助内镜技术不仅能辅

助消化系统“曲径通幽”的各类检查，还能

实时分析影像，帮助医生更快、更准确诊

断、“锁定”肿瘤等。在乳腺中心，依托人工

智能、大数据和云平台等技术，乳腺癌电子

数据库和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护航乳腺癌患

者的高生存率。

病理是肿瘤等众多疾病诊断的“金标

准”。在病理科的微观世界，AI更是“超级

劳模”。“由于病理数字化单切片文件过大，

每个切片达1-3GB，阅片时常出现卡顿。

瑞金医院病理科与华为公司合作，提升病

理调阅性能，实现1秒内调阅1000个切片，

数据压缩比超过30%，节约了73%机房空

间。”病理科笪倩老师讲述数字化AI诊断

进一步提速病理诊断过程。

“数智化”的科技之美更融入高精尖的

医疗装备中。在放射科实训室，学生们兴

奋地围在一台设备前——全球首款光子计

数CT扫描仪。在它面前，一颗开始腐败的

苹果、三根熟透的香蕉以及一根新鲜玉米的

内部都被一览无遗，它们的种子、玉米须甚至

纤维结构等细节都被一一揭示，先进的后处

理技术快速重建出它们的3D图像，以便医生

决定后续手术等治疗计划。

在瑞金医院肿瘤质子中心，学生们与“大

块头”相遇，这是瑞金医院联合中科院、艾普

强共同研发的国产首台质子治疗装置。质子

治疗是全球放射治疗领域的尖端技术，该设

备因而又称“抗癌利器”。

体悟人文之光，照见“医学的
未来”

看的是医学科技之美，体悟的是医学人

文之光。

位育中学学生裘旖旎是一名“医二

代”，她说，虽然爸爸是医生，但自己一直

对医院感到陌生。“然而，当我今天踏入手

术室，这里的温暖和井然有序让我感受到了

医生的责任感和医学的温度。肝胆外科的建

模技术让肝脏肿瘤切除更加精准，杂交手术

室的大型设备为患者争取最佳抢救时间。这

一切都让我体验到医学中的科技感。未来无

论我是否成为医生，我都会更理解并感受医

学的温度。”

上海市第二中学学生叶泽林对医生职

业有浓厚的兴趣，“今天聆听王朝夫主任介

绍病理知识的那一刻，医学领域神秘而关

键的一角仿佛在我面前揭开。病理诊断这

个以往在我心中模糊的概念，逐渐变得清

晰具体起来，让我深深感受到医学的严谨

与精细。”

当医疗邂逅人工智能，遇见AI更遇见

爱，这不仅仅是一个“谐音”，更包含着医

务人员的期许。“我们坚持12年邀请海内外

学子走进瑞金医院，希望年轻人在这里感受

医学的魅力和力量，医生的魅力和担当，我

们也希望同学们能体悟生命的脆弱与无助，

这一切是我们永远追求进步的动力。”中国

工程院院士、瑞金医院院长宁光说。

瑞金医院医学体验营走过十余个年头，

多名带教医生谈到“医学的种子”，希望有

更多学生未来成为同事，或者在其他领域与

医学有着美妙联动，助力医学进步。

瑞金医院医学体验营邀大中学生体验“医学数智化”

当医疗邂逅人工智能，遇见  更遇见爱
■本报记者 唐闻佳

学 生 们 探

访 瑞 金 医 院 手

术室，听医生讲

解 手 术 室 里 的

智 能 设 备 如 何

为守护生命“争

分夺秒”。

（受访方供图）

（上接第一版）上图公司“淘书乐”专区，线装书、古

籍修复书桌、文人书房摆设营造出浓郁国风，传统

文化魅力通过展桌、主题图书与文创融合展陈的

方式，吸引读者来淘宝。

场内场外线上线下共振，激活
“出版+”蓬勃生态

数字化新场景和新体验，如何赋能传统阅

读？今年上海书展集中展示产业转型升级的行业

新气象，突出“书+X”“阅读+”产业集群跨界活力，

呈现“出版+”勃勃生机。

不少展位以更精细化的设计，将简单卖场式

“人找书”改变为兴趣导向的“书找人”。“往年近千

种图书参展，读者需根据分区自行寻找感兴趣的

作品。今年展位设计多个互动区域，助力优质图

书找到有需求的读者，以书单、视频文学课、有声

书等方式进一步提供阅读服务。”上海译文出版社

文创负责人简恒介绍，“一本书就是一个起点”主

题灵感来源于《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新书展台

上，随着阿特伍德一声发问：“接下来会发生什

么？”——契诃夫、伍尔夫、扶霞等“荐书人”悉数登

场，在幽默的金句对话间引出数种新书。

根据书中所涉地点和作家设计的“阅读航

线”，配备了视频讲解卡片，读者既可在书海间畅

快穿梭，也能放慢脚步了解欣赏作品。不同领域

博主将作为“阅读同路人”公开心仪书单，分别对

应文学名著、社科经典、亲子教育等不同阅读诉

求，读者扫描二维码即可观看解读短视频。由此，博

主专业选书眼光和亲和力推荐在书籍与读者间建立

起桥梁。

多个分会场场内场外线上线下共振。比如，帆

书展台将进行无间断直播，涵盖樊登讲书、李蕾讲经

典和非凡精读馆在内的平台三大板块好书解读内

容，通过不同主题精选书单，书友不出展位，用耳朵

聆听文学、“纵览”经典。“期待通过听觉盛宴，丰富阅

读样式，探索文学的魅力。”相关负责人说。此外，哔

哩哔哩（B站）“好奇星人知识屋”，樊登读书与世纪

出版共同呈现的直播间，阅文集团、喜马拉雅、七猫

等展商都为传统书业注入了新活力。

阅读，愈发成为美好生活新增量。今年上海书

展阅读生活跨界展区，第一铅笔、晨光文具、百新文

化用品等将成为文创迷们“买买买”的人气区域，中

国邮政、“上海老字号集市”的全新展位，有望让上海

书展线下体验感和互动指数拉满。

  正芳华！强磁场引领阅读新气象
（上接第一版）

同时，根据特定时段（1、2、7、8、12月）和非

特定时段（全年其他月份），对在本市举办规模

达到5万平方米以上或日均入场人次达到5万

以上的展览项目，分档给予支持；对在本市展

览场馆内举办规模达到5万平方米以上的展

会，在提升展会影响力、落实公共安全保障要

求等方面，给予最高25万元的资金支持。

近期，《2024年度上海市商务高质量发

展专项资金（增强会展经济带动效应）申报指

南》也将出台，确保政策有效传导至相关经营

主体。其中，国家、本市对具体政策措施的施

行有专门规定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在提升办展、参展、观展便利性方面，上

海商务、公安部门牵头建立展会安保协调机制，

持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优化安保措施，

对客流量大、商旅文体展联动效应显著等高能

级展会在客流管理、交通疏导、档期协调、安全

保障等方面提前介入、提前指导、提前保障，统

筹推进本市会展经济发展。

聚焦联动发展，《若干措施》还提出组织筹

划吸引大型展会参展商、观众的促消费专题活

动，支持消费类、文娱类优质展会与“上海之夏”

“拥抱进博首发季”等重要节庆活动合作互动，

促进商旅文体展联动发展。推动相关展会举办

单位与商业综合体、电商平台等加强合作，鼓励

线下展会开设线上商城，推广“线下展示、线上

销售”消费模式。

上海发布若干措施增强会展经济带动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