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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海生态环境保护‘久久为功’，单靠一个人、一辈子干不完这
件事。只有一代代的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真正守得洱海水清月明。”

■“将自己的人生设计与祖国的明天、民族的发展、社会的需求联
系在一起，一辈子都不会后悔。”

孔海南教授在樱花树下为学生讲思政课。 学校供图

又 见 海 菜 花 开
——记“高原明珠”守护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孔海南

本报记者 梁丹 任朝霞

4 月，洱海澄碧，一朵朵有着鹅黄花蕊
的洁白小花，轻柔游弋在清澈的水面上，远
远望去，犹如点点繁星。

水清则花盛，水污则花败。这种被称为
水质风向标的“清流精灵”，是我国特有的濒
危水生植物——海菜花。从“芳踪难觅”到再
次随波荡漾，海菜花在洱海的一度消失又重
现，见证了一个当代版“老人与海”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有一位老教授数十年如
一日扎根洱海畔、守护水清月明的初心不
改，有他诲人不倦带领师生接棒治水的执着
坚守，更有他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
上”的默默奉献。

他就是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
大专项洱海项目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环境
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首
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

“2024感动上海年度人物”孔海南。

逐梦“水下森林”

“洱海对我来讲，是 29 年前看到时一眼
留下的印象，它是梦幻的，也是深邃的。”
1996 年，孔海南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
的身份第一次到洱海考察。乘船来到湖心，
孔海南满眼看到的是清澈的洱海里水草根根
分明，这些沉水植物能从湖底一直长到湖
面。

作为国际湖泊富营养化研究治理领域的
资深专家，他到过世界上许许多多的著名湖
泊。而这片十几平方公里的“水下森林”，
还是深深地震撼了孔海南，洱海的景象让他
终生难忘。

“或许是这次考察经历，将我的毕生科
学研究与洱海保护联系在一起。”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洱海不断遭受湖水富营养
化侵袭，两次大规模蓝藻暴发⋯⋯每次看到
这样的新闻，孔海南总是忧心忡忡。2000
年，年过半百的孔海南再也坐不住了，他辞
去海外高薪的研究工作，回到上海交通大学
任教，成了该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引进的
第一位“海归”教授。

立足中国水污染控制和治理，他与国内
一批专家一道，提议设立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水专项。2006 年，水专项获得通过，围绕“三
河、三湖、一海、一江、一库”等重点流域展开
水污染控制与水环境保护的综合治理，其中
的“一海”就是洱海，而重大专项洱海项目负
责人的重任也落到了孔海南身上。

洱海项目启动时，孔海南已经年满 56
岁。由于患有房颤型心脏病、高血压等疾
病，孔海南并不适合到平均海拔 2000 米左
右的高原长期居住和工作。

“全国大型湖泊中有 95%和洱海类似，
都属于富营养化初期。因此，洱海的经验、
处理模式，能适用于更多湖泊的治理。”怀
着“恢复原生态湖泊”的急切心情，孔海南
毅然选择了克服困难，担起这份重任。

为了减少高血压发病概率，他自制低盐
清淡的三餐饮食，腕间总戴着可以随时监测
心血管系统的手环⋯⋯洱海项目实施的十多
年里，孔海南坚持每年驻守洱海 200 多天，
日均 3 万步考察洱海周边的每个村落、每条
河流。

3 年攻坚、5 年实践、10 年积累⋯⋯终
于，孔海南带领团队让曾因过度开发不堪重
负的洱海，逐步重现“母亲湖”的风采。

2018 年，一度消失的海菜花又在洱海

盛开了。回忆起那一幕，孔海南依旧心潮澎
湃：“海菜花在湖面盛开，我们数了数，有十
几二十颗了。这意味着，洱海恢复了，当时我
真的连眼泪都掉出来了。”

作为一种具有独特营养价值的生态产
品，海菜花还有经济价值，每亩利润可达
7000 元。在洱海项目中，孔海南和团队提出
将科研攻关与政府管理、湖泊治理和扶贫发
展相融合的生态工程治理新模式，不仅成功
将洱海源头地域水质控制在三类水以上，也
让当地农民享受到了“绿水青山”带来的“金
山银山”。

洱海治理的成果被称为“全国湖泊治理的
生态样本”，被列为国家水专项重大标志性成
果，还被生态环境部表彰为“洱海保护模
式”，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

从教室到洱海

只要回到洱海旁的家中，孔海南每天都要
从阳台上用一台望远镜瞭望洱海全景：“我把
这台天文望远镜改造了，湖面要是有什么绿
藻、蓝藻的话都能看得见。”

透过望远镜的镜头，他还常常能看见上海
交通大学新一代治水人的忙碌身影。

从 2006 年在洱海边租农户院子做实验，
到 2014 年学校与云南省政府、大理州政府共
同建设成立上海交通大学云南 （大理） 研究
院，十几年来，一批又一批师生把课堂从教室
搬到了洱海边。

“我们团队有个传统，我们的研究人员、
研究设施一定在现场，我们的学生也是在现场
上课。”孔海南常说，“要住在研究对象的旁

边，我们才能够每天观测到我们的研究对象。”
“大理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对我们外

地学生有很大吸引力。”2009 年，还在攻读研
究生的沈剑，跟随孔海南和导师王欣泽第一次
来到了洱海。如果说一见倾心是与洱海的浪漫
邂逅，那么，只有长时间驻扎才能真正感受到
洱海研究的不易。

清晨出海，日暮而归，在一天内对洱海
34 个采样点完成采样；为了节省时间，尽量
不喝水，只在中午短暂靠岸下船吃饭；完成
采样后，直奔研究院连夜完成采样数据检测
分析⋯⋯这是师生们每周生活的一个小小切
片。

“用自己实测得来的第一手数据作为科学
研究的基础，是交大人的习惯传承和实践坚
守。”扎根洱海十多年，孔海南的助手、上海
交通大学云南 （大理） 研究院院长王欣泽的皮
肤已经被高原日光晒得黝黑，他在洱海边考察
时，常常被当作当地村民。

如今，王欣泽接过孔海南手中的接力棒，
带领团队坚持长期在洱海第一线开展工作，每
年有300多天都留在大理。

王欣泽介绍，在学生培养中，孔海南注重
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以工程研究为手段，将学
生培养与解决实际环境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全
面培养学生的工程能力。

“在洱海保护研究的实践中磨砺自己、培
养新人。”如今，王欣泽也是这样做的。

2011 年，仝欣楠考上了王欣泽的研究
生，还没开学，她便被带到了大理。

“在这里，只要是有价值、有作用的研
究，都会很快被应用，能获得很大成就感。”
攻读硕士和博士阶段，仝欣楠依托洱海研究陆

续完成了人工湿地脱氮、抗生素对人工湿地脱
氮的影响等课题。

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实际办法，
把实验室里的研究应用到洱海治理中。十余年
来，团队师生共计 1000 余人次驻守一线，共
完成野外样品采集3万余次，分析水质指标16
万余次，形成了 60 余项专利技术，毕业学生
中有一大批选择了扎根基层。

更清澈的梦

孔海南深知，洱海的综合保护治理是一项
久久为功的事业。

2021 年，上海交通大学正式获批建设云
南洱海湖泊生态系统国家野外观测科学研究
站。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要求：需要在洱海流
域 再 进 行 10 年 以 上 的 长 期 野 外 观 测 与 研
究。

“为了长久保护洱海，我们建立了野外观
测站，有了平台，我想我们最需要的还是人
才。”70 岁那年，孔海南拿出自己的积蓄 200
万元，联合中国水环境集团共同发起设立了

“洱海保护人才教育基金”，用于鼓励并资助年
轻学子成为洱海保护的后继人才。

“我一个人这一辈子干不完这件事，也不
后悔只干了这件事。”孔海南反复强调，“洱海
生态环境保护‘久久为功’，单靠一个人、一
辈子干不完这件事。只有一代代的年轻人前赴
后继，才能真正守得洱海水清明月。”

退休后的孔海南，也从没有停下他的脚
步。新生课堂、新进教师讲堂、大思政课堂
上，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用自己三十余年
求学、研究的亲身经历勉励交大学子和青年教
师树立与时代同向、与祖国同行的理想信念，
在奋斗中绽放青春光芒。

在他的感召下，无数青年学子选择到西部
建功立业，刘智卓同学就是其中一位代表。在
新生入学时听到孔海南教授治理洱海的故事
后，刘智卓在专业分流时毅然选择了环境科学
与工程专业。大学期间，他还创立了学生“绿
格公益团”，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奔赴腾格里沙
漠，累计制作麦草方格上万个，固定黄沙千余
亩。大学毕业后，刘智卓选择奔赴孔海南教授
坚守的洱海之畔，成了大理洱源的一名“西部
计划”支教团成员。

为了让更多的师生“关心洱海、情系大
理”，上海交通大学将沪滇情谊的鲜活教材融
入“大思政课”。

2020年5月，大理州洱源县与大理大学向
上海交通大学捐赠 60 棵滇樱花树苗和 10 棵云
南早樱花成树。15 米长的冷链车开了 4 天 4
夜，跨越了 1800 公里的滇樱花树运抵上海交
通大学闵行校区，组成了一座“大理滇樱园”。

2021年2月，孔海南又将滇西洱海特有的
珍稀濒危水生植物海菜花，移植到了上海交通
大学闵行校区南苏园，打造了一个近 20 平方
米的“微型洱海”，两个月后海菜花漫开，呈
现了异地移植的奇迹。

滇樱花和海菜花在上海交大校园“盛
开”，成为一道特别的风景，这份跨越山海的
沪滇情谊在师生中传递、涌动。

2023 年 9 月，师生们原创的校园“大师
剧”《海菜花开》 上演，孔海南教授及其团队
扎根西南 20 余载，守护洱海水清花开的感人
故事被搬上舞台演绎重现。

南苏园，樱花下，有着 42 年党龄的孔海
南对着青年师生，再次说起了那句他常说的
话：“将自己的人生设计与祖国的明天、民族
的发展、社会的需求联系在一起，一辈子都不
会后悔。”

师
者 面孔

近日，在深圳市2025年度上半年女兵入
伍批准暨欢送大会上，即将踏上军旅征程的地
理教师严诗思许下铮铮誓言：“地理课教孩子
们认识祖国，参军则是用青春守护祖国。”

“00后”女孩严诗思是深圳市龙华区第二
实验学校教育集团的一名地理教师，她坚信

“若要学生眼里有星辰，教师心中需先藏山
海”。2025年女兵征召令发布时，严诗思毅然
提交了申请。她说：“我想告诉学生梦想无关
年龄与职业，只要心怀热爱，就能奔赴山海。”

此后的半个多月里，严诗思教学不辍，白天
授课、批改作业，夜晚备课一结束便开启训练、
锻炼体能，最终她顺利通过征兵体能测试。

谈及教师和军人的身份转换，严诗思很是
感慨：“教育者的使命是播种未来，而军人的
天职是守护当下。这两份责任本质上都是为了
同一个目标：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能安心追寻
自己的星辰。”

手持粉笔可教书育人，身在军旅则保家卫
国。参军教师好样的！

在贵州省黔西南州安龙县笃山镇民族小
学，有这样一名支教教师。她让课堂变成“美
学现场”：古诗配上山川水墨画，生字旁跳出
卡通小动物，枯燥的拼音格变成彩虹阶梯⋯⋯
她说：“美育不仅是技能，更是孩子们‘看见
世界’的窗口。”

她，就是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艺术学院毕业
生王怡然。王怡然毅然放弃了专业保研资格，
选择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研究生支
教团），奔赴祖国西部支教一年。

在贵州，她用视频记录下校园的美好瞬
间，用精心剪辑的宣传视频让更多人看到山区
孩子对知识的渴望。她为低年级女生讲解身体
构造，给高年级女生讲述生理期相关知识，用
温柔且耐心的方式让她们正确认识自己的身体
变化，也让这些父母没有陪伴在身边的留守儿
童学会自我保护。

王怡然为孩子们打开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
窗，她的故事是青春奉献的篇章。

投身军旅

近日，山东枣庄的小学教师张老师开展性
教育的视频火了。起因是她发现部分学生之间
会用脏话互相攻击，且存在穿着暴露的情况，
于是她决定在班会课上开展性教育，让孩子们
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这些部位谁可以看？只有正规医院的医
生能看，像邻居、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说‘我
跟你玩个游戏，不要跟别人说’是不行的。只
要是不让你跟爸妈说的事都不行。”在这堂课
上，张老师告诉学生们要正确认识自己的身
体，学会保护自己，也要学会互相尊重。

班会课后，学生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
也有年轻教师说：“从这节课获得开展性教育
的勇气。”

目前，张老师正在筹备下一期性教育课：
“除了身体认知、性别意识，还要加强孩子的
自我保护意识，让他们了解性侵等恶劣事件，
提示他们外出游玩时要注意时间、地点，及时
跟家人报备。”

有了科学的性教育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护
航，祖国之花才能美丽绽放。

（本期点评 张赟芳）

守护成长

奉献青春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范开云 江红梅

近日，在全国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
动中，历城二中一举斩获声乐、器乐、舞蹈三大
赛项的一等奖及三项优秀创作奖，获奖数量位
居全国首位。看着学生在舞台上自信大方的表
演，历城二中艺术团团长赵立秋的眼角泛起泪
光。从漏雨的乡村教室到高雅的艺术殿堂，从
他人质疑的目光到学校美育格局的缔造，赵立
秋用 25 年的坚守，让上万名城乡学子在艺术星
空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坐标，她也因此获评“全
国优秀辅导教师”和“山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甘做艺术教育的“拓荒者”

2000 年夏天，18 岁的赵立秋回到家乡的
村小做了一名音乐教师。当时的她内心只有一
个质朴的念头：学了一些本领，想教给更多的
孩子。

那是一所只有12间平房、操场由沙土地铺
成的学校。看着学校，她仍感觉浑身有使不完
的劲儿，这里是她梦开始的地方。3 年内，赵
立秋先后组建起了鼓号队、舞蹈队、合唱队、
美术社团，并在2002年获评山东省中小学生器
乐舞蹈专场比赛一等奖。

在村小搞艺术，困难可想而知。没钱买服

装道具，就自己做；孩子基础弱，就一点点
教；没有钱参加培训，就到其他学校蹭。就
这样，10 年间，她靠着惊人的毅力带学生斩
获了越来越多的省级一等奖。

2010 年调入历城二中时，赵立秋也遇到
了一些人的不理解。“有的老师觉得我们搞艺
术教育是不务正业。”赵立秋笑着回忆。她像
猎人般在教学楼“逮”苗子，利用课间反复
与班主任沟通，最终凑齐了 18 个学生，在一
间空屋子里开启了圆梦之旅。

为了带好这支队伍，她披星戴月。暑假集
训期间，她更是与学生同吃同住。从此，孩子
们都喊她“赵妈”。她也曾不顾形象蹬着三轮
车浑身大汗买回来一车又一车的西瓜，为孩子
们开起了免费“西瓜铺”。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舞蹈团打造出的作品
一鼓作气拿下了当年的山东省艺术展演舞蹈类
一等奖，并获得政府部门颁发的泰山文艺奖。

舞蹈团的成功逐渐为艺术教育赢得理解
和尊重。随后，她接连成立合唱团、国乐团
等艺术社团，并不断丰富各类艺术课程、艺
术活动，艺术教育在学校形成燎原之势。

“双线育人”为学生洒下“两道光”

2017 年，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学校艺

术团组建完成，赵立秋带领团队开始了又一
次升级：48 名专业教师组成的“美育特战
队”正式成立，近 500 人的艺术团涵盖舞
蹈、国乐、合唱等领域。赵立秋坚守的“双
线育人”模式也开始显现威力：文化课与特
训精准衔接，舞台表现力与人格养成深度融
合，让“艺术团”逐渐成为学校的一张闪亮
的育人名片。

在原创舞蹈 《梦荷》 的 27 次音乐重构
中，学生们见证着艺术追求的极致。“为了将
一个简单的动作做到极致，赵妈与我们反复
打磨了一个星期。”参加过节目排练的毕业生
都记忆犹新。这种近乎偏执的匠心，锻造出
了连获省级、全国中小学生艺术展演一等奖
的“梦之队”。

更令人惊叹的是，艺术团成员的综合素
质发展也始终保持在年级前列。孩子们主动
抓住一切台前幕后的空隙时间学习，“后台写
作业”成为他们的巡演传统。

在赵立秋心里，艺术应该在孩子身上洒
下两道光。“一道是舞台之光，一道是阳光。
前者让孩子们自信绽放，后者让孩子们拼
搏、奋进。既能在舞台上昂起头，又能在生
活中俯下身子。”赵立秋说。

赵立秋的这种精神，也在艺术团孩子心
中扎了根。学生毕欣在毕业后，又以艺术教

师的身份回归到赵立秋身边。学生赵雅雯在
给她的信中写道：“我自豪，我有了不起的母
校和老师，我将加倍努力，做更了不起的
我。”

让美育成为教育公平的温暖注脚

在 2024 年历城二中“勤志之夜”草地
音乐会上，鹿先森乐队的电吉他声与二中
民乐团的编钟共鸣，近万名学生上演大合
唱；百余场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大师课、
名师工作室授牌⋯⋯赵立秋用“三顾茅庐”
的诚意，将优质艺术资源引入这所县域高中
校园。

除此之外，赵立秋还带领艺术团发挥龙
头引领作用，持续对区域薄弱学校定期送教
送研，惠及上万名学生。近几年，历城二中
艺术团已辐射整个历城区学校。

赵立秋自称“黑煤球”，这自然是一种幽
默的自我调侃，但她身上确有一股执着不挠
的劲头。从一个人的坚守，到一群人的同
行，从一间教室的变革，到一个区域的高
歌，赵立秋用 25 年诠释了新时代美育践行者
的力行担当。做托举梦想的土壤，让每个生
命都能绽放独特的光芒，这是她的信仰，也
是教师最美的模样。

用艺术之光照亮成长路
——记济南市历城二中艺术团团长赵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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