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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燕） 国庆节当天

的清晨，松江一中师生在泖港田间举行

了一场升旗仪式。师生们站在日新月

异的新农村沃土上，注视着五星红旗冉

冉升起，用嘹亮的歌声庆祝新中国成立

72周年。9月 30日至 10月 1日，松江一

中举办“走向希望的田野——乡村振兴

政策下新农村田野调查与体验”跨学科

综合实践课程活动，高一年级的 500 多

名师生带着自主选择的课题，分赴松江

浦南农村 6 家签约社会实践基地，通过

“接地气”“沉浸式”的方式，了解农业、

农村、农民。

在课程启动仪式上，松江一中校长

潘建荣表示，该课程是流动的“四史”学

习教育课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课程的校外课堂，是双新

示范校建设重大实践项目，也是劳动教

育审美教育的复式课堂。这样的课堂不

仅是一次“加量”的郊游，更是学校为学

生倾力打造的综合实践课。

9月 30 日下午，学生们走进泖港镇

腰泾村、黄桥村等 6 个浦南乡村。在认

真了解村情后，学生们跟着农民一起

下田，体验传统割稻、锄草、翻地，感受

稼穑之艰辛。“以前农业生产主要靠人

工，效率很低。比如用镰刀割稻子，一

个人一天也割不完一亩田。现在有了

收割机，一天就可以割四五十亩田。

我一个人就种了 400 多亩农田，还有一

个养殖 500 头生猪的养猪场……”在腰

泾村，全国劳动模范、家庭农场主李春

风一边带着学生们割稻，一边讲述农

业劳作方式的今昔变化，学生们真切

感受到了科技进步对农业生产带来的

巨大改变。

如何提高水稻产量？如何获得农业

新技术？农民们有什么样的文化生活？

带着提前准备好的人文、社科和自然科

学类课题，学生们分组探访不同农户，通

过调查问卷、互动交流等多种方式，深入

了解农业、乡村现状与农民生活状态，积

极思考和探讨乡村发展的前景。

调研结束，学生们迫不及待地互相

分享调研感受。学生周蜜说：“村居环境

整洁，村民生活富足，美得像一幅风景

画！现在的农村跟想象中的完全不一

样。”寿泓伟说：“原来松江有个水稻专家

陈永康，他发明的‘三干三湿’法至今还

很实用。”还有的学生感慨：“现在农民的

文化生活很丰富，不光会种地，他们还成

立了白鹭诗社学写诗呢！”

在为期两天一夜的实践课中，学生

们体验了帐篷联营、篝火晚会、田间升旗

等十多项丰富多彩的活动，还“送戏下

乡”，为村民们带来了学校首部音乐报道

剧——《宋指导的乡恋》。该剧讲述学校

校友、曾在腰泾村任驻村指导员的宋欢

婕的故事，乡亲们虽然十分熟悉宋欢婕，

但是把宋指导的驻村经历通过艺术的方

式搬上戏台还是让他们眼前一亮，观演

现场气氛热烈。

本轮课程中，学校还将思政课堂搬

到了田间地头。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花勇教授领衔大学生团队，围绕

“田埂上的习近平——总书记的‘三农’

情怀”主题，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展开一

场在线演讲，引领学生们理解乡村振兴

战略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内涵，真正实现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课程的校内外联动。

据了解，松江一中去年推出了第一

轮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综合实践课程，

在师生中引发热烈反响。9 月 27 日下

午，学校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为

本轮课程配置了“短课程超市”。“超市”

为满足不同学生跨学科学习的需求，设

置了“选购区”“定制区”和“咨询区”，依

据乡村振兴政策下设“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等 5 个“供货区”，提供了“建设生态文

明背景下农村垃圾分类”“初探松江区

胡家埭村经济发展现状”等近百种短课

程供高一学生们选择。课程讲解由学

生讲师团、高校教师、田野调查实践点

负责人和学校跨学科学习指导教师共

同担任。来自高一（10）班的李天骄说：

“前期‘课程超市’活动给了我们很多启

发。在本次课程中，我们与村民、老师、

小伙伴们一起搭帐篷、望星空、听蛙鸣，

还绕着篝火载歌载舞，收获满满。这样

的课程，令人难忘！”

本报讯（记者 梁锋） 时隔 70 余

年，一场技艺展让松江棉布与永安百

货再次相遇。近日，“松郡棉布衣被天

下”叶榭筘布纺织技艺展在永安百货

拉开帷幕。

本次展出有格子布、挑花布、提花

布、蓝印花布、井字布等多款松江棉

布。主办方还特别放置了收集于松江

本土的纺车和织布机，让参观者在互

动体验的过程中，感受棉花变成纱线、

再到棉布的过程。

松江棉布的名号吸引了不少慕名

而来的参观者。“以前只是在小学课堂上

听说过，这次终于见到了松江棉布的真

实面目，工艺太精湛了。”来自山西的刘

磊兵在惊叹之余，特意买了几款松江棉

布的衍生品，准备带回老家留作纪念。

“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

松江布的美誉由来已久，其中始于明

代的叶榭筘布所织尤精，2020年，叶榭

筘布被列入第八批松江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1918年开业的永安百货曾

是上海首屈一指的高档百货商店，70
多年前，也是在这里，松江棉布得以源

源不断地供应给全国市场甚至海外市

场。因此，将展会地选在永安百货可

谓是“再续前缘”。“展会上展出的一张

泛黄的松江棉布外包装上印有‘永安

百货’字样，至少有 70多个年头了，它

见证了松江棉布与永安百货的合作渊

源。”展会策划人冬野说。

为了传承和保护松江棉布，2005
年起，冬野和其夫人开始收集松江棉

布。如今，冬野的工作室里收藏了近

万卷松江布，这些棉布大都来源于松

江本地。

据了解，展会由松江区文化和旅游

局指导，叶榭镇人民政府、南秀文化发

展（上海）有限公司、松江布展示馆等单

位主办，旨在提高松江棉布知名度和美

誉度的同时，更好地传承和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会将持续一个月。

本报讯（记者 宋崇） 国庆长假期

间，桨板、帆船、皮划艇等多项市级、区

级业余联赛在佘山月湖雕塑公园火热

上演，丰富多彩的新兴水上运动项目受

到市民青睐。

10月 5日，2021上海城市业余联赛

桨板公开赛举行，来自全市的 85名 7～
12岁少年参加比赛。除市级比赛外，10
月 6日，这里还举办了“松江争来赛”皮

划艇邀请赛和青少年帆船公开赛，共有

180 余名选手参与竞技。“皮划艇、桨板

运动都是集健康、环保、时尚于一体的

全民赛事活动，选手在强健体魄、放松

身心的同时，还能弘扬体育精神。”上海

市社会体育（竞赛）管理中心副主任姚

方林说。

“目前松江区帆船队有注册运动

员 40 人。”赛事承办方负责人王晓红告

诉记者，本次赛事主要面向普通市民，

参赛门槛不高，目的是吸引更多市民

前来体验并喜欢上水上运动项目，从

而实现推广全民健身的办赛初衷。“我

们也希望能以此为契机，把水上运动

项目做成特有品牌，以点带面、多元

发展，将松江打造成全国文旅体融合

发展户外运动首选目的地之一。”王

晓红说。

据介绍，后续上海市城市业余联赛

桨板精英赛、邀请赛等赛事也会在松江

举办，感兴趣的市民可关注上海城市业

余联赛官网或上海城市业余联赛官方

小程序进行赛事查询及报名。

本报讯（记者 李谆谆） 在被誉为“农机 4S
店”的松江区农机维修服务中心，2021 上海市新

型职业农民技能大赛（农机赛区）暨上海市第九届

农机职业技能竞赛近日火热开展。经过层层选

拔，6名来自上海市9个涉农区以及重点农业企业

的农机手参与了最后的“机王”角逐。

收割机综合故障排除、作业灯故障排除、供给

部故障排除，比赛的第一个实操项目是机械维修，

考的是参赛人员能否弄清原理、准确判断，抢时

间、争速度。每一个动作是否规范，每一个程序是

否标准，工具是否选错、用错，各种检查有没有遗

漏，都成为裁判评分的依据。

农机职业技能竞赛要动脑动手，考的都是基

本功。据了解，整场比赛分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

两部分进行。操作技能方面，除了机械维修，还有

收割机和拖拉机的现场实操考核。选手们沉着应

战，动作娴熟，展现了扎实的技艺水平。

据介绍，参赛选手都来自基层，有的来自农

机合作社，有的来自农业企业。他们一路过关

斩将，是行业内的农机“尖兵”。朱雷是长涯粮

食合作社的一名农机手，在农机行业摸索了十

余年，能够熟练操作收割机、拖拉机、插秧机、直

播机等现代化农机，是农民口中的“全能农机

手”。除了服务社里的 400 余亩农田外，朱雷所

在的合作社也为周边 700 余亩的农田提供农机

服务。

“如今，种植水稻就得靠用机械种田的职业

农民。”松江区农机管理所所长管培民称，松江

此次协办农机赛事，达到了较好的以竞促学、以

赛促教效果，同时也是对松江以往农机培训工

作的一次检验。据介绍，松江区近三年开展农

机培训 1300 多人次，目前，全区持证农机手达

900人。

本报讯（记者 张小

小 通讯员 顾倩雯） 和

孩子一同上茶艺课、学习

中国传统茶文化、品味子

女亲手奉上的热茶，这样

的小心愿，在家门口的党

群服务站就能实现。10
月 1 日，岳阳街道红领汇

久汇党群服务站助力“双

减”的首场活动——亲子

茶艺课开场。

当常态化疫情防控

遇上“双减”政策落地，

“十一”黄金周如何过得

安全、有意义，这让不少

家长犯了难。为此，岳阳

街道发挥家门口党群阵

地作用，携手群团组织、

区域单位，共同推出亲子

专题系列活动，丰富周边

职工、居民的“十一”假期

生活。

首场活动邀请了专

业的茶艺老师，通过讲

茶、泡茶、品茶等环节，让

居民在阵阵茶香中感受

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今天参加活动很开心，

学到了泡茶的新技能！”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很有

意思，小朋友们不仅学习

了传统茶艺，更学会了表

达孝心。”参与的家长和

孩子都乐在其中。

近期，岳阳街道将立

足“15分钟生活圈”理念，

把茶艺展示、故事阅读

会、艺术参观以及观看动

漫电影等活动“请”进党群服务站点。

活动地点为红领汇久汇党群服务站和

程十发艺术馆，方便居民就近参与。据

介绍，此次系列活动由程十发艺术馆提

供专业的艺术展览资源和讲解服务，由

街道妇联提供亲子阅读绘本等。居民

可通过看展览、听讲解、共读故事、角色

扮演等方式，在获得丰富文化体验的同

时，增进亲子情感交流。

岳阳街道届时将依托“七彩岳阳”

微信公众号，提前发布活动报名信息，

有需要的市民可报名参与。

本报讯（记者 周亮） 国庆假期首日，九里

亭街道一名两岁男童在跟随家人外出时不慎

走失，所幸好心路人及时为其求助民警，有惊

无险。

10月1日10时20分许，九里亭派出所民警梁

文超和同事车巡至沪亭北路涞寅路口时，看到一

名市民向他们招手。梁文超随即靠边停车，下车

了解情况，原来，该市民在路上遇到了一名一两岁

的男童。当时，男童正欲独自穿行马路，十分危

险。该市民将其拉回路边后，刚好看到了警车，便

招手示意，希望警方帮助男童找到家人。

由于男童哭闹较厉害，梁文超安抚好其情绪

后，再将其抱到警车上带回了派出所。经过一番

波折后，梁文超终于联系到了男童的家属。很快，

男童母亲便来到了派出所。

经民警询问得知，当天上午，男童母亲和另外

一名家属带着 3个小朋友在外游玩，由于看管疏

忽，一转眼的工夫，其中最小、今年只有两岁的男

童走失了。

警方提示，监护人带孩子外出时务必加强看

护，容不得片刻走神。

本报讯（记者 朱颖宏） 10 月 2 日，“千年渡

口·风华百年”车墩镇首届渡口文化艺术展在松南

郊野公园米市渡渡口开幕。

艺术展分为文艺节目展演、美术作品展、船木

艺术品展和非遗衍生品展等 4个板块，其中美术

作品展展出了周洪生的《郊野春色》、张玉良的《渡

口印象》、李胜男的《米市渡夕阳》等佳作。此外，

现场还设置了丝网版画和海派剪纸体验区，市民

可以在专业老师的教学下，现场体验这两项民间

艺术的创作过程。“展览展出的都是我们车墩本地

的特色文化，文艺表演也是车墩居民自己创作的，

能看到自己家乡的文化，感觉非常好。”现场，一名

车墩镇居民如是说。

本次艺术展由车墩镇人民政府主办、镇文

体所承办。展览以渡口文化为主题，围绕水乡

特色，通过国画、版画和古船木艺术等作品形

式，展示米市渡的前世今生。据介绍，艺术展从

今年年初开始策划，为办出特色，几名版画骨干

作者自发前往米市渡老渡口及郊野公园采风，

将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愿融入到新作品

的创作中，将米市渡的繁华、沉寂与希望都放进

了画框。

清光绪四年（1878 年）开航的米市渡（塘米

线）至今已 143 岁，而古渡口在明代前已有历

史记载。2014 年，上海松南郊野公园动拆迁工

作启动，米市渡被纳入一期规划，并随之迎来

新生。

让“希望的田野”成为育人大课堂
松江一中开展沉浸式跨学科综合实践课程

党
群
服
务
助
力
﹃
双
减
﹄
亲
子
课
堂
国
庆
开
场

多项精彩赛事在家门口轮番上演

月湖掀起水上运动热潮

孩子们在参加皮划艇比赛。 受访者供图

近日，叶榭筘布纺织技艺展在永安百货展出。图为市民在体验松江棉布纺织工艺。 通讯员 蒋建新 摄

时隔70余年再续前缘

叶榭筘布纺织技艺展走进永安百货

两岁男童不慎走失
民警助其找到母亲

金秋大赛选“机王”

市农机职业技能
竞赛在松举办

千年渡口 风华百年

车墩镇首届渡口
文化艺术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