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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电大求学路

◆跨入2024年，我已是快六十的人了。在我们这
辈人求学经历里，很多喜爱读书者因各种缘由没能如愿
迈入心中的“象牙塔”——高等学府，从而在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与几乎不设门槛的“电大”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9年，我从崇明一家任职的农场广播站通过竞聘
上岗来到某社区，担任居委会主任兼居民区党支部书
记，时年 34岁。之前，我在农场机关、服务单位和企业
都工作过，但对于“社区”这个概念，并不很熟识。当时，
郊县要么是乡镇（国营农场）、要么是各类企业的工作岗
位较多，“社区”还是个新鲜事物。

那时，随着市场经济逐渐深入，不少郊县、农场企业
或因产品老化、或因创新不足等原因，一下子有诸多厂
子进入“关停并转”行列。如此下来，较多原先“单位人”
因下岗一下子变成了“社会人”。郊区一些新建立的社
区组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我所在的农
场，一下子就组建了4个居委会。

由于对社区较陌生，工作切入点一下子不知从何处
下手，好在我上岗不久，县上就来了培训通知。通知上
说，市、各区县顺应需要，举办“社区管理干部资格证书”
培训班，一共有《社区工作实务（上下册）》《计算机信息
技术应用基础》等6门课，时间半年多。通知下来后，农
场社区管理中心就派我和一位科室女同志前去培训。
我们按课程表，边工作、边学习，两者兼顾。培训地点，
就是县电大。前往培训时，我俩都是坐公交去县城，单
程也要40来分钟，还要掐着乘客表的时间进站上车，否
则落下一班车，起码得等上半个多小时。

这时传来一个好消息，县电大将在年底首次开设
“社区管理”大专班。我们现在培训所学的科目将纳入
大专学分。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其实，在这之前，我
先后在八十年代初和末期，分别上过安徽大学中文系和
北京师范大学文秘专业函授大专班，也通过考核取得相
应证书。可在与农场组织人事部门沟通时，他们说，这
种证书只能在单位里被认可，在社会上并不能认定。上
电大，那里的学历倒是被广泛认可的。

半年多的培训学习，我一课不落，学习也挺好，6门
课均一次通过。学习结束后，我找到电大有关老师询问
报大专班的事。那位老师不无遗憾地告诉我，大专班报
名人数太少，只有几人，看来班是开不成了。我说，那怎
么办？他说，要么你到别的区县电大看看，或者我帮你
问问。后来，这位热心的老师告诉我，宝山电大开设了
这个大专班。他已帮我报了名。

就这样，我开始踏上了去宝山电大的求学历程。这
时，我已在社区工作了近一年时间，也拿到了上海市首
批“社区管理干部上岗资格证书”。

◆崇明与宝山，隔江相望，若不是船渡，开车的话也
很快。那时，长江遂桥没有开通，进出崇明岛主要交通
工具就是轮渡。拿到宝山电大资料，我看了一下课程，
大概有 18门课，每周有 2天集中面授课，其余时间就是
个人看书自习。完成全部课程需要 3年。单位里知道
我在上电大，非常支持，说待毕业后可报销 70%的学
费。其他上电大的同事也按此待遇享受。

第一学期共开设了 4门课，我记得有《中国社会发
展史》《社区工作方法》等。这些课程除了在理论上要求
掌握外，大多知识需要背诵。好在我当时年纪还不大，
但在班上也算“大哥哥”了。不少学员三十都不到。我
在工作之余，时间基本上都用到学习上了，看书、查资
料、做作业，有时老师还要求我们写些小调查之类的报
告等。特别是到了每个学期期末考试阶段，我就更加刻
苦了。早晨一般四五点就起来了，一个人拿着书和复习
资料到厨房去背。背累了，就抽支烟，解解乏。由于起
得早，冬天时，外面乌漆墨黑，大地静悄悄的。我看会儿

书，然后在心里默默地背，一遍、二遍，直至记牢为止。
“晨读+平时”效果还不错，第一学期课程我全部通过，分
数都在 70分以上，有两门课还达到了 90多分。这一下
子陡增了我学习的信心和动力。

在居委会工作期间，居民间的杂事琐事不断，各种
上面派发下来的活也是接踵而至。好在，我读书期间学
到了许多社区工作方法。我把它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去。如加强居民自治管理、组建“块、组、楼”三级骨干队
伍、搭建群众想参与、能参与的活动平台等，使我所在的
老小区焕发出新生机。没多久，因考核出色，我也被上
面调到社区管委会机关任职。

读书是累的，但累并快乐着。闲时，我也常常用一
些名人读书格言来激励自己。“读书足以怡情，足以长
才。”“书是灯，读书照亮了前面的路；书是桥，读书接通
了彼此的岸；书是帆，读书推动了人生的船。”“我认为人
生最完美的主旨和人类生活最幸福的结果，无过于学习
了。”培根、普希金、巴尔扎克等人的话语时常在我耳际
响起。

每周，我要两次坐早班车、乘早班船赶到宝山电大
去读书。遇到秋冬季迷雾多发时，我只能仰天长叹。记
得有一次，也是冬天。早晨起来见有点雾，但雾不大，我
想应该会开船。可谁曾想，到了新河码头，被告知船班
因雾暂停，何时开船等通知。那怎么办？想想，若中午
能开船，我下午课还来得及。于是，我就在码头候船室
里静坐看书，看会儿累了，就到外面溜达会，顺便抽支
烟。好不容易熬到中午时分，广播里通知，下午的船班
也取消，这时我急了。我连忙打电话跟学校请假，并告
知同桌我下次来抄笔记。几年里，像这样因雾而不能前
去上课的次数不知有多少回了。每每，我就通过抄同学
笔记的方法，来消化未曾上课的内容。遇到考试时，我
就提前一天出去，这样就能确保顺利考试。

即便“天不弄人”，我早晨出岛，晚上归来亦是繁星
满天。走出码头，看着江中翻滚的波涛，我心潮起伏。
想着，读点书真不易，岁数也不小了，还得这么拼命。坐
在回家的公交车上，我有时边想，边不知不觉睡着了。
进入梦乡，我仿佛进入心中希冀的殿堂。梦里，读书，给
我捎来了春天的气息、芬芳的鲜花，让我整个人一下子
精神许多，也充满自信。车到终点站了，驾驶员摇醒
我。我心里猛然叩问，这是在哪？噢，刚才在做梦，现在
已到家了。

◆孤悬一隅的岛啊，你何时才能“天堑变通途。”我
心里时常发出这样的感叹。它也是岛上人的共同心
声。当然，后来随着壮观的上海长江隧桥似彩虹般一架
两端，崇明的交通状况已然是得到极大改善。当地人再
也不必为出行而担忧。

一个学期、二个学期过去了，我也慢慢适应着走读
的电大生活。在这个拥有文凭分外吃香的年代，有多少
像我这样时年无缘进入高等学府的人，在艰难地跋涉、
充电着，以求有一个好前程。我身边读电大的人也慢慢
多了起来，他们大多已婚，有子女、有家庭、有工作，然
而，读书依然是他们心中美好的追求。

在上社区管理专业课时，老师讲的很多内容与我实
际工作碰到的问题极为相似。比如说，“社区”是由一定
区域内人们组成各种社会群体和组织进行社会生活的
有机体。可纵然如此，一些群体或单位，它并不把社区
放在眼里；个别人甚至认为，社区有啥用，毫无归属感。
所以，在很多情况下，“社区发动”是由政府通过行政推
动的方式来发挥作用的，而未从根本上由自治、共治等
方式显示其特有的功能。老师说，随着社区作用的逐渐
放大，许多人会认识到它客观存在的价值以及“社区邻
里运动”等开展的效能。现在回过头来看，社区早已成为
人们共识。“社区是我家，创建靠大家”之类的观念也深
入人心。社区居委会书记、主任亦被称之为“小巷总
理”。社区工作者，也是现代社会一份体面而崇高的职业。

时间一晃，已过去快 3年了，在电大学习最后一个
学期，许是自己觉得较顺利，一个疏忽大意，竟然出现了
一门“挂科”，考试没通过。而这门课，恰是我认为最容
易也最能够出成绩的《现代物业管理》。没办法，只能听
候补考。好在我平时基础不错，补考高分通过。毕业写
论文。老师说，这次学校讲了，要按一定比例进行论文
答辩，有关部门的专业人士也参加，希望抽到的同学要
做好充分准备。我心想，最好别抽到我，省得到时紧张
出丑。许多同学也和我一样，都不希望“中奖”。命运有
时就会无情地捉弄人。我被抽到了。这时，已经没有退
路了。我把提交的论文进行反复论证、推敲，同时也在
心里告诫自己：你可以的。后来答辩时，虽然一排考官
正襟危坐，我不慌不忙，有条有理地述说，获得了一致通
过。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写的论文是关于社区开展诚
信教育的思考。

再过了一段时间，班主任通知大家回校拿毕业证书
和拍集体毕业照。那天，我穿得比平时讲究些，上身一
件黑色夹克，下身一条蓝色西裤，脚上一双咖啡色牛皮
鞋，头发也稍加整理。去了学校，班主任老师见我就说
起了论文答辩时的情景。他说，你讲得不错，一些老师
背地里还夸你呢。

终于拿到梦寐以求的大专文凭，时年我已 39 岁。
后来，社区属地建镇，我通过转任公务员考试，成为镇机
关一员。再后来，我继续专升本，又拿到了“行政管理”
本科毕业证书。我也先后担任了镇党政办公室主任、镇
党委委员、副镇长和镇党委副书记等职。读书，促进了
我工作，更让我尝到了人生的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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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起往昔读电大的日子，一幕幕画面历历在目，感到很

亲切。那些年不同寻常的学习日子，是我一生美丽的片段，让

我获益良多。

倾诉与聆听，都市与乡
村的情感故事。请勿对号
入座。（图文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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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经涉农区申报、专家
评审、市级部门审核等程序，浦
东新区合庆镇朝阳村等 48 个
村被评定为 2023 年度上海市
美丽乡村示范村。

48个村获评

2023年度上海市

美丽乡村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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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祈

从科技创新赋能种业“强
芯”，到都市现代绿色农业优化
升级，再到各类优质农产品屡
获金奖、名特优新农产品享誉
全国……近年来，奉贤区通过
培育引导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全面构建与国际大都
市相适应的现代乡村产业体
系，让地产优质农产品多点开
花，奉贤农业产业的名片也得
以越擦越亮。

优质品种实现“零”的突破

种源是农业的“芯片”，也
是奉贤推进农业产业升级的重
要抓手。

在去年年末的2023上海地
产优质中晚熟大米品鉴评优活
动上，来自奉贤的上海谷满香
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和上海贤
佑农业专业合作社荣获金奖，
而这两家选送的大米，都是奉
贤区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中晚熟优质稻米品种“美谷 2
号”。

一个优质的稻米品种，可
以带动粮食生产从“卖稻谷”向

“卖大米”转变，提升种粮效
益。在上海，不少知名的区域

稻米品牌背后，都有一个当地
自主选育的水稻品种，如松江
的“松早香 1号”、青浦的“青香
软粳”等。这些品种名称往往
带着“出生地”的印记，而奉贤
此前缺少这样一个品种。

为打造属于自己的优质稻
米品种，从2018年开始，奉贤区
在农业技术人员、育种老专家、
相关合作社的密切配合下，着
手进行新型优质水稻研发工
作。刚开始研发团队从22个优
质水稻株系中，筛选出 10 个适
合生产的新品系，随后前往海
南进行南繁育种，于 2019 年春
成功筛选出“美谷 2 号”株系。
经过三年的潜心研究，“美谷 2
号”成功问世，于 2021年 7月成
功获得上海市水稻新品种的审
定证书，让奉贤区实现了自主
知识产权优质稻米品种“零”的
突破。

“美谷 2 号”有什么优势？
奉贤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粮油
科科长王华介绍，“美谷2号”具
有较强的抗倒伏性和抗病性，
易于种植和管理，而且产量稳
定，稻穗结实率和出米率高，产
出的大米晶莹饱满，煮出的米
饭软糯可口，香味十足。

2023 年，奉贤全区水稻种
植面积 17.62万亩，其中“美谷 2
号”种植面积达到 3.13万亩，占
比达 17.8%。“美谷 2号”在奉贤
的沃土上喜获丰收，走上越来

越多市民的餐桌，也助力奉贤
端稳自己的“饭碗”。

在奉贤，实现“零”突破的
优良品种，不只有“美谷 2号”，
还有“申鸿七彩雉”。

奉贤曾是全国著名的“珍
禽之乡”，位于青村镇的上海欣
灏珍禽育种有限公司也有着悠
久的雉鸡养殖历史。早些年，
该公司养殖的雉鸡都是引进的
外来品种，经过多年的养殖，这
些雉鸡品种性状大幅退化，很
难满足新的生产需求。为此，
2009 年以来，该公司开始着力
研发自己的雉鸡品种。这一项
目得到了市、区农业主管部门
的大力支持，无论在雉鸡场的
硬件设施建设还是在科研项目
方面均给予了持续的资助，畜
禽技术推广部门也对该公司开
展了长期技术指导，并组建了
育种团队。

经过近十年的攻关，该公
司成功培育出“申鸿七彩雉”这
一良种。难能可贵的是，这一
品种是我国雉鸡行业第一个具
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国家审定品
种，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唯
一的雉鸡新品种，突破了我国
在雉鸡行业没有国家品种（配
套体系）的空白。

如今，该公司各类雉鸡优
质种苗及相关延伸产品的销售
覆盖国内 20 多个省份，市场占
有率突破30%，“申鸿七彩雉”为

代表的“奉贤雉鸡”已经“飞”出
上海，“飞”向全国更广阔的天
空，成为奉贤特色种源农业的
一张响亮名片。

据悉，下一阶段，奉贤将依
托区域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
加强种源保护，着力推广优质
品种，开发优质特色农产品，持
续推进特色农产品产业“向上”
发展。

绿色生态“打底”
优质农产品多点开花

在奉贤庄行镇的上海腾达
兔业专业合作社，除了养兔，绿
色生态种养模式下生产出的

“兔稻米”成为合作社近几年的
拳头产品。“之所以叫‘兔稻
米’，是因为合作社种植的稻米
全部施用自家养兔所产生的兔

粪有机肥，而水稻收割后，秸秆
又会用来喂兔子、喂羊，成为农
业生产中的一环，如此便是一
种绿色生态的循环生产模式。”
合作社负责人顾永豪介绍，兔
粪有机肥料养分充足，兔粪是
天然的优质有机肥，因此浇灌
出的稻米品质优、口感好。这
一种养模式还无需化肥、农药，
有利于降低种养成本和土壤生
态修复，收益也比单一养兔要
高不少。

去年8月末，腾达兔合作社
的水稻是全市最早收割的，即
便如此，早在此前半个月，预订
购买的顾客就已迫不及待，“我
们的‘兔稻米’采用订单销售的
形式，大部分都供应给公司、单
位、个人等老客户，深受欢迎。”
顾永豪表示。

（下转2版）

广告

□记者 施勰赟

走进位于海星村委会二
楼的道德模范许艳婷星海艺

术工作室，一场“手绘文明
倡树新风”移风易俗主题绘
画活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只见村民们拿起画笔，跟着

画室的志愿者老师一笔一画
将自己对移风易俗的理解、
体会用绘画的形式生动地表
现出来（如图），携手让文明
新风吹入心坎儿、吹进寻常
百姓家。

“这是我们用积分换的
课，在我们海星村 20 积分就
可 以 换 一 堂 画 画 课 。 退 休
了，孩子们都出去上班。来
这里上上课，和小姐妹聚一
聚，蛮开心的。”张阿姨介绍
道，海星村推行积分制后，村
民们都积极响应，在大家的

建议下，镇村又在以积分换
物的基础上新增了以积分换
艺术课的“精神奖励”，受到
孩子和老人的喜爱，“每次的
主题都不一样的，我们很期
待的！”

据悉，2022 年起，海星村
依托道德模范许艳婷星海艺
术工作室，开设“艺术课程”
兑换项目，根据罗泾镇文化
特色，开设了沪剧传承、绘画
等多门课程，更好地满足了村
民对精神文明的需求，以“小
积分”构建文明“大风尚”。

宝山海星村妙笔绘“新风”

（（扫二维码见名单扫二维码见名单））

强“四力”促振兴

屡获金奖、频频“出圈”

奉贤农产品走上产业升级“快车道”

““申鸿七彩雉申鸿七彩雉””资料图资料图。。 记者记者 杜洋域杜洋域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