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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6日，在世界海洋日来临前，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中心
小学和海头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共同开启世界海洋日研学之
旅，组织学生走进连云港海州湾海洋乐园，学习海洋知识，体验
自然魅力。 王涛 吴苏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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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林大举办“两山双碳”
“党建+”服务战略联盟启动仪式

本报讯（记者 陈思洋 通讯员 雷
蕾）为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学校党建工作
实际和学科特色优势，6月 2日，南京林业
大学举行“两山双碳”“党建+”服务战略联
盟启动仪式。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徐子
敏出席活动并讲话，联盟相关成员单位代
表参加仪式并签约。

开展“两山双碳”“党建+”服务战略联
盟创建工作，旨在更好地发挥党组织政治
引领和保障作用，提升服务国家战略和江
苏“四个走在前”重大任务效能。联盟重
点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
念、“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战略，发挥政
府机关、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事业单位等
各方面优势资源，通过“抓机制建设、抓要
素集聚、抓沟通联络、抓示范典型”，提升
联盟引领力度、稳定程度、融合深度和服
务强度，打造长三角区域“两山双碳”领域
政产学研用党建工作高水平样板。徐子
敏在讲话中指出，联盟要做好相关工作，
坚持政治统领、党建引领，把加强党的领
导贯穿于联盟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推动守
正创新、彰显特色，努力打造江苏校地合
作“政产学研用”党建联盟示范样板；推进

“一融双高”、互促共赢，奋力开创高质量
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江苏科技大学获批筹建
国家家蚕遗传评估中心

本报讯（通讯员 何清）近日，农业农
村部全国畜牧总站印发《关于筹建国家种
畜禽遗传评估专业中心的通知》，江苏科
技大学获批成为国家家蚕遗传评估中心
筹建单位。

据了解，国家种畜禽遗传评估中心
由农业农村部统筹成立，负责全国畜禽
种业大数据系统的管理和维护，组织畜
禽遗传评估，推动联合育种，提升我国畜
禽种业管理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下设
猪、奶牛、羊、家蚕等 11个遗传评估专业
中心，分别由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奶业协
会、中国农业科学院等机构筹建，江苏科
技大学筹建国家家蚕遗传评估中心。作
为牵头单位，江苏科技大学蚕业研究所
已完成我国蚕品种遗传资源的大规模收
集、整理，是世界上目前一地保存蚕遗传
资源数量最多、资源类型最丰富的蚕资
源保存单位，已建成包括家蚕地方种、国
外引进种、育成品种、基因突变品系、种
质创新材料、育种素材、蓖麻蚕及转基因
和基因编辑材料等种质资源 1100余份，
2022年获批国家蚕遗传资源基因库（江
苏），为种质资源的保存、鉴定奠定了坚
实的物质基础。

南财大举办毕业生就业
暨实习专场招聘会

本报讯（通讯员 施卫娟）为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的决策部署，保障2023届毕业生高质量
充分就业，同时满足广大在校生的实习需
求，近日，南京财经大学举办“百日冲刺促
就业 踔厉奋发建新功”2023届毕业生就
业暨2024届实习专场招聘会。

此次招聘会共吸引 95家用人单位参
与，共计为毕业生和在校生提供 300多个
就业或实习岗位，涵盖金融证券、软件技
术、教育科技、人力资源、市场营销等多
个类别，同时，有四成企业带来暑期实习
岗位，为 2024届毕业生提供实习实践的
机会。招聘会现场，毕业生与招聘单位
工作人员热烈交流，围绕岗位职责、发展
前景等方面进行咨询，积极寻找合适的
岗位。2024届在校生也在现场提前了解
行业需求、就业形势和就业要求，积极应
聘暑期实习岗位，有目的地做好个人生
涯规划。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蔡祖聪教授团队通过研发土壤强还原处理技术，为土地“看诊开方”——

广东省乐昌市是全国香芋重要产
地之一，全市香芋种植面积达 3万余
亩。由于土壤连续多年的高强度利用
和农药、化肥等化学品的大量使用，土
壤质量退化，香芋土传病害频发且逐年
加重，严重威胁乐昌香芋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但目前，经过技术处理后，土壤
恢复生机，香芋长势良好，发病率降低
了近85%，亩产达1200公斤以上。

这得益于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
学院教授蔡祖聪发明的“土壤强还原处
理法”。“通过对种植过香蕉、三七、黄
瓜、芦蒿、番茄、洋桔梗等作物的土壤处
理实验发现，该方法可降低土壤致病菌
数量 95%以上，有效消减多种作物连作
障碍。”蔡祖聪说。

所谓连作障碍，指在同一块土壤
高频率种植同种作物，这块土地就容
易被病原菌侵袭，变成病土。在病土
上继续种植同种瓜果蔬菜，会造成大
幅减产甚至颗粒无收。自 2010年起，
作为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首席
科学家，蔡祖聪带领团队瞄准作物连
作障碍防控，在国内率先研发出土壤
强还原处理方法。多年来，团队围绕
土壤健康，为有作物连作障碍的土地

“看诊开方”，致力于让每一寸耕地都
成为丰收的沃土，以健康土壤保障绿
色发展，为实现农民增收致富与乡村
产业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在研究过程中，团队发现不少蔬菜
种植户不了解连作障碍的形成机理，试
图靠加大农药和化肥施用量来解决问
题。团队科研人员、南京师范大学地理

科学学院教授黄新琦告诉记者，这种做
法不仅解决不了连作问题，还会进一步
造成土壤次生盐渍化等，形成恶性循
环，最后导致土壤质量下降，蔬菜生长
难以为继。

在蔡祖聪看来，解决这一问题最关
键、最根本的因素，还是在土壤。2010
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要“重视耕地
质量建设”“大力建设高标准农田”，也是
这一年，蔡祖聪带领团队开始活跃在蔬
菜、瓜果、花卉、中药材等种植区，并最终
研究出消减农作物连作障碍的“药方”。

“一把草、一碗水、一张膜”，蔡祖聪
这样解释这项修复技术。“操作方法很
简单，在 7、8月的作物休整期，将有机
物如秸秆、甘蔗渣、杂草等，粉碎后埋入
土壤，用塑料膜捂上 3-4周。高温天气
下，土壤中的微生物利用有机物，产生
大量的有机酸等物质，它们不但能杀死
土壤中的病原菌，还可改善土壤的结构
和肥力。”

2014年，云南省红河州石屏县鲜切
花种植基地的洋桔梗出现了严重病害。

“由于土壤退化，将近 70%的花都死了，
一期下来亏本 500多万元。”基地承包
商丽然花卉公司总经理段智镪愁眉不
展。获知这一消息的第二天，蔡祖聪就
带着团队来到该种植基地，把几十份洋
桔梗土壤样本带回了南京。团队设计
模拟实验，分析处理后的土壤病原菌数
量和微生物群落生态功能，给花卉基地
开出了“处方”。这是修复技术第一次
在花卉上试用，能否成功，蔡祖聪和团
队成员心里都没底。

一个月后，蔡祖聪再次回到石屏县，
给段智镪讲解土壤修复操作方法，“草料
粉碎以后，可以混合一些生物剂、催化
剂，这样效果更明显。”“翻土的时候一定
要翻得深一点、匀一点，大概 30厘米左
右，这样有机物料也能埋深一点。”“脚踩
下去土是软的，抓起一把土能捏出水来，
这才是水浇透了，才能隔绝氧气，反应更
快、更好。”……好在努力和投入没有白
费，2015年，经过处理的花卉基地逐渐恢
复了生机。2016年，该基地新增洋桔梗
600万枝，新增销售额480多万元。

在突破果蔬、花卉连作障碍这些难
题后，团队继续致力于土壤微生物区系
调控与连作障碍土壤修复的应用与完
善。“前几年的研究都很成功，但我觉得
还不够，我们的技术能不能应用在更复
杂、更恶劣的环境？”从 2016年开始，蔡
祖聪把注意力放在了连作障碍最严重
的中药材三七上。

三七是珍贵的道地药材，其可持续
生产对保障我国中药产业的稳定发展
至关重要。但三七的忌地性极强，种植
2-3年收获后，往往需要轮作 10-30年
才能再植，连作障碍成为制约三七生
长、产业稳定发展的主要瓶颈。

从土壤收集、采样处理、对照实验，
到返回现场实地操作，再到检验效果、持
续跟进，自 2016年起，蔡祖聪团队多次
往返于南京和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
州的三七试验地，探寻消减和克服三七
连作障碍的方法和技术。经过反复试
验，团队发现土壤强还原处理技术能够
显著降低连作三七土壤中皂苷类化感自

毒物质的含量，有效杀灭富集的土传病
原微生物，还能够增加土壤微生物多样
性和活性，提高连作三七的存苗率。

“从 2022年郊址基地的中试结果
来看，对于种植间隔超过 8年的三七老
地，利用强还原处理技术基本可以消除
遗留在土壤里面的不利因子，在连作三
七生长过程中加以一定的调控措施，有
望彻底解决三七的连作障碍问题。”团
队成员赵军副教授表示，团队短期目标
是通过处理，让文山的三七老地有序释
放，中期目标是通过进一步研究大幅缩
短种植间隔年限，最终目标是让三七种
回其道地产区。

2010年至今，团队 30余人在浙江、
山东、海南、广东等 10余个省份的经济
作物主产区进行田间试验和示范推广，
完成百余次实验和产品研制，发表学术
论文 50余篇，申请发明专利 10余项，建
立 30余个示范点、处理近 200个地块，
大面积示范推广该项技术，为数百位农
户解决困扰，曾经退化的土地变为丰收
的沃土，农作物恢复生机。

得益于在云南特色经济作物洋桔
梗和三七连作障碍防控方面的突出成
果，2017年、2022年，两家“云南省院士
专家工作站——蔡祖聪专家工作站”相
继挂牌成立。团队提出的土壤强还原
处理技术田间效果得到充分验证，已制
定了国家农业行业标准。团队研究内
容也拓展到了作物种植过程中的多时
段、全方位土壤微生态调控，并进行相
应技术产品的研发，以期为农业产业绿
色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奔走在田间的“土壤医生”
■本报记者 王琼 通讯员 侯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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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陈斌）“今年的豆丹养
殖情况如何？”近日，在灌云县东王集镇小垛
村的一个豆丹养殖大棚里，省第十五批科技
镇长团成员、扬州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青年博士周文渊正在向农户了解今年豆丹的
养殖情况。

记者了解到，科技镇长团是我省深入实施
人才强省战略和创新驱动战略，大力发展创新
型经济的挂职干部选派机制，目前已选派十五
批。“我们连续 5年选派优秀青年教师参加科技
镇长团项目，他们聚焦地方重点产业，围绕产
业结构及发展现状和科技、人才需求等情况，
主动联系学校相关部门和专家，积极为灌云县
的产业优化发展出谋划策。”扬州大学食品科
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杨振泉说。

该学院青年教师李熠博士是赴灌云的第
十一批科技镇长团成员，也是学院派出的第一
批成员。在灌云工作期间，李熠了解到当地的
食用菌行业存在自主知识产权菌种欠缺、精深
加工产品不足等问题。在苏北科技专项的资
助下，李熠积极协助当地食用菌生产企业引进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研发出即食的食
用菌新产品，不仅带动了当地农民的就业，也
为企业储备了栽培种质资源，带来了新的经济
增长点。

继李熠之后，郑香峰、李华祥、李春梅等年
轻博士又接力来到灌云，去年第十四批科技镇
长团累计在灌云开展集中调研 26次，小组专题
调研 83次，精准绘制人才需求清单；积极宣传
国家重点人才工程以及省市“双创人才”计划，
加大人才招引对接力度，对接海外高端人才 39
人，引进 11人；对接国内高端人才、团队 78人，
申报省市双创人才计划 6项，“科技副总”计划
9项，2人进入省“双创”推荐名单。

如今，第十五批科技镇长团的接力棒交到
青年博士周文渊的手上。“我会发挥专业优势
和人脉资源，将理论研究与实际生产结合，努
力提高当地企业的生产技术和能力。”周文渊
充满信心地表示。

“通过前五届科技镇长团的工作，学院与
灌云县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我们将继续选拔
优秀青年教师参与科技镇长团项目，鼓励他们
在乡村振兴的广阔田野上发光放热，贡献聪明
才智。”杨振泉说。

接力乡村振兴，
五年同唱“一首歌”

（上接第1版）

在共沐书香里创设阅读时光

下午 4点多，建湖县新华书店
“塘河书吧”里书香四溢，该县湖
垛路小学在此开展“亲读会——你
我的幸福时光”活动。孩子们幸福
地徜徉在书海里，或三五成群端坐
书桌前，或三三两两席地而坐、取
书而读……

每周，该校都会根据计划安排
一个班级的学生相约“塘河书吧”开
展亲子读书会。“亲读会”流程相对
固定：家长说体会，亲子同台亮风
采，学生交流谈收获，教师推荐书目
畅想未来，学生自由阅读品书香，伙
伴共同阅读溢幸福。在共沐书香的
交流互动中，家长代表们讲述自己
的亲子阅读经历，分享经验，树立
榜样。

“双减”政策的实施，使得我省

各中小学校切实减轻了学生的作业
负担，解放了学生的课余时间，也更
有利于家长们利用好时机培养孩子
的学习和阅读习惯。

如东县岔河中学充分协调好家
校两方面力量，一方面在学校开展
多种形式的阅读活动，另一方面鼓
励家长参与到孩子的名著阅读过程
中。阅读经验丰富的家长可与孩子
进行探讨，经验不足的家长则做好
孩子的听众。学生完成阅读任务
后，学校通过朗诵比赛、红叶板展
示、读书报告会、手抄报比赛等活动
给学生搭建舞台，展出他们的阅读
成果。

为扎实推进读书行动纳入“双
减”工作，我省各中小学校还加强阅读
指导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广大教师、专
家学者、“五老”队伍、学生家长等各方
面的重要力量，强化阅读指导。

宝应县曹甸镇中心小学留守

儿童较多，该校去年成立了“爱心
妈妈亲子阅读团”，团队成员约 20
人，她们给留守儿童每周开展一次
阅读辅导。五（2）班学生郝康泽的
妈妈是“爱心妈妈团”成员，她说：

“能将自己家庭亲子读书的经验分
享给更多的留守儿童，培养他们的
阅读兴趣，让他们成为爱读书、爱
生活的人，是一件非常有价值、有
意义的事。”

沛县曙光小学定期向家长推荐
选读书目，组建优秀家长“领跑团
队”，倡导经验丰富的家长撰写读书
心得，征集优秀家长的心得体会，并
编辑成册，在校园读书节上展示成
果。除此之外，学校每年读书节上
的亲子共读“情景剧”也颇受欢迎。
该校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家庭亲子共
读情景演绎，引导亲子长期坚持共
读共写，在唤醒家长陪伴的同时，丰
盈孩子的精神世界。

“双减”进行中 阅读正当时

本报讯（记者 阿妮尔）“欢迎广大
师生多来博物馆看看，感受凝结在文物
里的厚重历史和多彩文明。”“只有不断
加大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力度，提高文物
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文物才会真
正‘活起来’。”“要好好涵养传播底蕴深
厚的长江文化，在继承中创新，在传统
的回归中开拓文明新疆域。”6月 6日，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长江沿线 9省市
20余家博物馆共同启动“文化传承·南
航行动”长江教育创新带文化大讲堂。
现场，来自各博物馆的专家学者对高校
和博物馆协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弘扬充满期待。

据了解，启动实施长江教育创新带
文化大讲堂是对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的学习贯彻，也是加强新时代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的一次创新。活动中，20
家博物馆与南航大共同签署“同上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政大课”倡议书，聚
合高校与博物馆的丰富文化资源，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加强新时代文物工作与学
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融合，进一步引
导广大师生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
自信。

“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风俗
对学生养成健全人格、实现全面发展
非常重要，期待大讲堂活动能让更多
长江流域历史文明照进现实，让校园
的文化氛围更浓厚。”南航大党委书记
郑永安说，希望师生在生动多元的文
化熏陶中获得精神滋养，传承发展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未来，学校将定
期组织师生在博物馆开展沉浸式学习

实践活动，进一步增强与各博物馆的
交流合作。

高校和博物馆是文化事业发展的
积极推动者和重要贡献者，双方合作空
间十分广阔。“文化大讲堂活动将成为
保护传承弘扬长江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阵地，不断提升长江经济带的文化软
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中国博物馆协会
副理事长、苏州市文物局副局长陈瑞近
说，校馆深入合作有利于进一步调动社
会资源参与打造思政课“大平台”，建设
特色化、专业化的“大师资”体系。

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副
局长杨永清介绍说，陵园长期和南航大
合作开发雨花英烈精神教材，为雨花英
烈事迹、雨花英烈精神进学校、进思政
课堂奠定了基础。“希望继续保持和南
航大的合作，建设红色文化育人新高

地，创建党建育人新样板。”
北京大学教授、良渚博物院院长徐

天进认为，长江教育创新带文化大讲堂
是推进校馆合作、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继承和发扬的良好契机，为高校人才
培养提供了借鉴意义。“博物馆汇集了
上百万年的历史文化、经验智慧和科技
艺术成果，是开展人文与社会科学教
育、开阔青年学子视野思维的珍贵资
源，对提升文化自信自强意义非凡。”

“长江文明的出现和传承，为人类
文明史增添了华彩。”启动仪式后，重庆
中国三峡博物馆馆长王川平以《世界大
河文明框架下的长江文明》为题作首场
报告，介绍尼罗河文明、恒河文明、印度
河文明等世界大河文明，从吴越文化、
荆楚文化、巴蜀文化、滇黔文化等角度
重点解读长江文明的价值系统。

长江教育创新带文化大讲堂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正式启动——

“校馆联动”赋能文化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