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
关注“六讲六做”

进行时

扫一扫
关注“六讲六做”

进行时

12 月 19 日晚 7：00，一堂特殊的、饶有

趣味的课，在线开播了。

特殊，是因为这是一堂“带货直播”

课。没错，老师是带着土特产来上直播思

政课。

趣味，是指学生在课后抢答老师问题

成功、正确，能得到老师带来的一份乡村土

特产。

这是浙江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和农

业试验站党委副书记张士良老师带来的形

势与政策课。

这堂课上，张士良老师邀请了浙江大

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动物科学学院王友

明副教授，与同学交流关于乡村振兴战略

的话题。

王友明副教授是浙江省科技特派员。

2006 年，37 岁的他受浙江省科技厅、浙江

大学的指派以科技特派员的身份来到文成

县，他在这里一干就是 15 年。15 年来，他

在杭州和文成之间来回走了 300 多次，总

行程超过 32 万公里，连起来可绕地球 8

圈。近一个月来，他三度亮相央视荧屏，分

享他与文成的故事，受到数万网友点赞。

课堂上，他讲了怎么帮助文成县当地

村民养殖兔子、养蜂等等故事，到如今，当

地已经形成了相关产业。

文成中蜂产业的兴起、发展、壮大，与

科技特派员王友明等人密切相关。

6年前，面对新时期发展绿色畜牧产业

的需要和现有畜牧结构的矛盾，王友明提

出以养蜂替代传统养殖业，助力农村发展，

不让农民失业。

6 年来，经过各方共同努力，文成县养

蜂户数增加6倍，现已达1000余户，蜂群增

加 12 倍、达 4 万箱，年产量达 90 万斤，年产

值增加 10 倍、超 7000 余万元，净利增加 10

倍、超 4000 万元。中蜂成为了地方农业支

柱产业，走到了国内乡村振兴的前列，取

得 了很好的成绩，得到了百姓的肯定和

赞誉。

在课程最后，王老师向同学们发出了

“三农需要你们”的呼唤，鼓励同学们学业

有成后，反哺农村反哺农业，实地去农民家

里走一走，了解他们的需要，这样研究才会

有针对性，才会有价值。

本报记者 郭闻 通讯员 柯溢能

带着土特产上课堂，这样的老师你喜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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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直播、限时知识竞赛、走入红色基地体验沉浸式课堂⋯⋯当下，全省各中小

学和高校，正以各种形式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践行“六讲六做”。感

受这些丰富多彩的形式之外，也让我们一起走进现代青少年们的世界，来看看他们

的学习感悟，都有哪些。

“六讲六做”行动走进中学，他们会做

什么？不久前，在杭州第二中学滨江校区

第二党支部书记陈大军老师，二中马克思

主义学院程锋、周佳禾老师的带领下，“为

公”青苗班与“浙里红”选修课的同学们来

到了钱塘江大桥纪念馆，上了一堂浸润式

的思政课。

陈大军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钱塘江大

桥的建造历史。

20 世纪 30 年代初，钱塘江大桥由著名

的桥梁工程师茅以升设计并主持施工。大

桥建造过程中面临涌潮、洪汛、流沙等恶劣

自然环境,以及设备落后、机械化程度低、

资料欠缺等问题的严峻考验。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经常前来袭扰

轰炸，作业处境更加危险，但桥工们怀着极

大的爱国热情，以高昂斗志和不怕牺牲的

大无畏精神加倍努力工作。从最后一组钢

梁的安装完成到铁路贯通仅用了 15 天，速

度之快令人称奇，甚至创造了建桥史上的

奇迹。

自修建起便历经艰险的钱塘江大桥注

定命运坎坷。为了阻止日军南侵，1937 年

12 月 23 日，茅以升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亲

自将通车仅三个月的大桥炸毁。茅以升愤

然作诗：“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

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以

铭其志。

在参观过程中，“为公”青苗班学员范

浩然惊喜地发现了一张由他的曾祖父所捐

赠的照片。

“我的曾祖父，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

休士，他是俄国人。”范浩然同学说，“上世

纪 30 年代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赴杭州参加

钱塘江大桥的建设工作。在四年的建设中

担任技术监督一职，他留下了钱塘江大桥

从始建到爆破的一些照片资料。抗战胜利

后曾祖父任浙江大学教授直至退休，战后

一直定居杭州直至病逝。”

在钱江大桥所承载的深厚的家国情怀

的感染下，青苗班的同学们在四位班委的

带领下宣读《赤子宣言》，展示了矢志不渝、

坚定不移的二中精神:

“一切皆不能将我和祖国的命运分开，

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是金钱，还是劳

累。是为志。由此，我将发奋努力，上下求

索，勤于思考，勇于实践。是为行。直至民

族复兴，天下大同，此心乃敢稍息。是为

公。赤子之心，山川可鉴，谨此镌金刊石，

以为共勉。”

如果只是江山的一片静美，不会深刻

到触人心扉。钱塘江大桥开创先河，历经

沧桑，终造福桑梓。一桥飞架南北岸，我看

到了茅以升先生的家国情怀；三度破袭桥

墩柱，我看到了抗战军民的永不屈服。当

解放的烽火燃至东南，一八五团的红旗插

上桥头时，我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光芒终于

照耀在吴越大地上。如今，桥梁加固了，铁

轨更新了，从 1949 年的日均 4.9 列列车流

量，到 2019 年的日均 70 多列列车流量，新

时代钱塘江大桥的建设，在党的领导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引领下，迸发出强大活

力。我们要向这种建设精神、突破精神、进

步精神看齐，将自己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

桥梁建设好。

——413班 黄昭衍

踏秋雨漫漫，穿江雾茫茫。望着江两

岸的美景，我不由想起小时候家里人常说

起的炸桥时两岸百姓号哭的样子。同是一

江碧水，同是一桥飞渡，变的是国家之力。

通过参观展览馆中陈列的实物以及影像资

料，细细回想奶奶和爸爸所讲的故事里那

个形虽干瘦却神采奕奕的茅以升，那个不

远万里来到杭州援建又定居杭州的曾祖

父，那些辛勤工作四年却眼睁睁看着建成

89 天的大桥被炸毁的工人们，心中酸楚与

自豪翻涌交织在一起。桥承国兴衰，家国

共荣辱。作为新时代二中少年，我们更应

行“立志，努力，为公”的校训，用胸怀与实

践做新一代的“造桥人”。

——407班 范浩然

本报记者 沈蒙和

通讯员 杨哲 周佳禾 程锋

在钱塘江大桥纪念馆，中学生发现了曾祖父捐赠的照片

青苗班学员宣读《赤子宣言》范浩然同学在曾祖父捐赠的照片前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