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傅 萱6 星期日 2023.9.24

晚会+游园，金秋迎新活动精采纷呈

以专业技能拓宽乡村振兴路以专业技能拓宽乡村振兴路

“复旦大学欢迎你们的来到，

即刻拥入日月光华的怀抱”。百

年复旦的星空迎来新的身影，9月

23日晚，2023年“万象新生”迎新

晚会在正大体育场举行。

筑梦光与影，且歌且前行。

强烈的hiphop风格引燃晚会，随

着大屏幕上多彩复旦生活的呈

现，歌手悉数登场，系列歌曲串

烧点燃舞台，青春的律动与复旦

的记忆，皆藏在歌词里。关于青

春的诗行，在舞台光影中执笔。

言不尽歌之，歌不尽舞之，

不同舞种在舞台交融，欢呼声席

卷正大。

体育绽放无限可能，歌舞之

后，伴着轻快音乐，篮球、足球、

羽毛球、乒乓球、排球等协会和

校队的体育大使们热情邀约。

复旦大学学生舞团带来原

创当代舞《青春记忆》，轻快旋律

里翩跹舞步，展现青春飞扬的校

园生活。

复旦大学学生合唱团用精

心准备的《勇气大爆发》、《向云

端》，带观众感受合唱舞台的魅

力。

复旦大学远征社、复旦彩云

支南协会、复旦拓客科技教育协

会、研究生支教团，在黔东南州

三穗县当村支书助理的杨云康

校友，这些走向祖国大地的复

旦人故事一一登台。

晚会尾声，新生辅导员代表

们踏上舞台，深情演唱《相聚· 追

风》，期待新生们“未来 4 年都能

乘风破浪”。

又讯：伴着清秋的雨滴，9月

22日下午，“初见”2023年研究生

迎新文化节在江湾校区拉开帷

幕。李兆基图书馆前人潮流动，

洋溢着欢声笑语。14 家院系研

会和32家社团齐聚江湾，助力研

究生新生融入复旦。

“风”“林”“火”“山”四大主

题片区，乐趣满园。探索多元文

化的和风，是汇聚各类学科的密

林，是点燃校园生活的暖阳，是

勇攀学术创新的高峰。可以在

美研社的摊位里将心中所想化

作动人画面，在北方社摊位前挑

战一次进阶版绕口令，在语馨社

摊位，找到和你一起锻炼口语的

那个人。

文理学社等一众学术性社

团和研会不但有趣还有料，更让

新生对学科发展有新认识。参

加小游戏、回答小问题，为喜欢

的话语送上小红花，与国旗护卫

队的小伙伴合影……

各个摊位准备了琳琅满目

的周边纪念品，丰富多彩的互动

小游戏。并根据自身特色设置

不同环节，与同学们热情互动。

晚上6点 校研究生会的“小

研点播台”准时回归，将青春唱

响，感受向上生长的力量。

实习记者段瑞怀 谢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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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活

晶莹饱满的小番茄、鲜嫩脆生

的小黄瓜、酸甜多汁的杏……这些

“绿色、营养、美味、健康、优质”的

蔬菜水果在直播间受到欢迎。 这

是新闻学院2022级专硕第二党支

部成员参与“生态菜园”“番茄星

球”等直播，党员们走出校园，走入

社会，尝试推广张江“一香一甜”农

业品牌，为助农直播建言献策。

探索现代化农业基地

实地考察阶段，同学们在张江

镇环东村了解到，这里的农田和普

通农田不一样，是环东村现代化农

业基地的一部分。

品尝了园区里的“明星”作物

黄瓜、番茄、蓝莓等，听完介绍后，

走进在太阳下滚烫的番茄养殖玻

璃温室，虽然对智慧农田有一定的

预想，但眼前的景象依然给足了同

学们新鲜感。每一株番茄整整齐

齐地站在一列窄窄的凹槽中，头顶

上方的显示屏上写着“孙桥溢佳物

联网”，展示实时的土壤EC和土壤

盐度。这个玻璃温室由内外遮阳

系统、新材料保温幕系统、高压微

雾降温系统等智能系统组成。只

有身处智慧农田之中，才能更好地

理解科技对农业的赋能，也才更能

从自身专业角度解读“生态”“高科

技”“健康”“无土”等概念对于市场

定位和品牌营销的重要性。

在各类大棚中走着走着，同学

们似乎来到了“热带丛林”。这个

棚比之前的都要大，全是高低有

致、或高大或艳丽的观赏植物。工

作人员介绍和展示了上海唯二的

胭脂树。在各类大棚中，同学们三

两成群，互相交流，分享自己看到

的特别之处。

直播电商助力品牌推广

“我们在农业工程这一块的品

牌是全国领先的，但在农产品这一

块可能是排不上名号。”上海孙桥

溢佳农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番茄星球”品牌创始人卜立

君说。孙桥溢佳成立于2005年，

深耕无土栽培技术和设施领域，拥

有有效授权专利 60 余项。2021

年、2022年的年度报告显示，公司

的 农 产 品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率 达

84.03%、89.86%。可如何进一步提

升农产品的品牌知名度，提高农产

品的市场占有率，仍是卜立君心中

的一个问号。

6月29日，孙桥溢佳员工们走

进张江镇党群服务中心的融媒体

直播厅，支部成员也在现场旁观。

直播厅的桌子上摆放着水灵灵、红

彤彤的小番茄；提词屏上投放着事

先准备的幻灯片……一小时的直

播里，员工们将孙桥溢佳农产品的

卓越品质尽数分析。

“这些农产品都是他们自己公

司的东西，所以他们直播时比较接

地气，基本上是从技术层面分析，

实事求是，没有什么‘表演’的成

分。”支部成员赵博扬回忆道。

但一场直播下来，直播间的累

计观看人数并未达到预期。正如

张江镇团委工作人员孙宇炜在与

支部对接时提及的，由行政口组织

的助农直播尚存在许多瓶颈，收视

效果难以得到保证。

要打通农产品销售“最后一公

里”，就要充分发挥直播电商的重

要作用。而只有提高助农直播的

专业性、趣味值、影响力，才能打破

农产品的传统销售半径，让“酒香”

传遍四野。这场直播观摩，让支部

找到了助农的最佳方式。

帮助农企讲好品牌故事

支部成员和班级同学在参访

后对“番茄星球”品牌及其他特色

农产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发前

往盒马生鲜、叮咚买菜等门店和平

台购买优质农产品。同学们也发

现孙桥溢佳当前在品牌塑造方面

存在的难点，产品虽然在盒马等大

型商超出售，但是并没有将自身品

牌名“番茄星球”的名号打出来，这

与当下孙桥溢佳所选择的“to B”

商业模式有关，长期依赖大平台不

利于企业自身品牌效应的打造。

品牌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和市场工作，但农产品的利润空间

小，进行品牌建设的难度大。

针对这一问题，支部成员结合

专业知识，给出了“讲好品牌故事”

的建议和对策。支部的调研结论

是，孙桥溢佳找到了品牌名称“番

茄星球”，但是未找到较为吸引人

的品牌故事，倘若以故事为宣传手

段，更能扩大传播影响力。而参与

助农直播，正是支部可以发挥专业

所长、服务社会的介入点。

支部对此深具信心，因为看到

农产品市场已有很多成功抓住品牌

故事这一营销重点的案例。比如，

江苏省丁庄葡萄引进阳光玫瑰、美

人指、金手指等数十个优良品种，与

高校教授、农科所紧密合作，实现了

丁庄葡萄产业更快更好发展；广东

荔枝借由杨贵妃与荔枝的佳话，唤

起人们的情感共鸣，提升了广东荔

枝的品牌传播效力。

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支部提

出，农产品的品牌打造依赖于产品

本身的质量，“酒香也怕巷子深”，

但“酒”首先要“香”。可以将产品

“捆绑”一些已有名气的产品或品

牌进行整合营销，而故事是有力量

的，新时代的农产品品牌。正在不

断探索营销之道。同学们也将在

这条乡村振兴路上继续前行。

新闻学院22级专硕二支部

■ 青春盛会且歌且前行 ■ 这首《旦复旦》无论第几次听，都是一样的心潮澎湃 ■“初见”迎新文化节吸引众多新生

■ 支部成员考察“番茄星球”

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青

年学生基础研究基金项目评审对

八所试点高校的优秀本科生申请

人进行面试考察。我校遴选出的

来自基础学科的 15 名优秀本科

生，在面试中表现出对科研的热切

追求，全部顺利入选获得资助。

自 1998 年我校参与“䇹政学

者”计划以来，陆续发展出“望道”

“曦源”等项目，进而完善为“复旦

大学本科生学术研究资助计划”全

方位支持本科生开展学术研究。

25 年来，有 8000 多名本科生受益

于这个资助计划平台，不少优秀学

生因此走上学术道路。

来源：教务处

本科生获资助

哲学学院分团委于9月14日

召开2023-2024学年秋季学期哲

学学院团支部书记座谈会。

座谈以“抓牢基层组织建设，

激发支部工作活力”为主题，围绕

团支部工作经验分享、加强团组

织建设、学期工作安排、茶话座谈

等内容展开。强调基层团组织建

设的重要性，指出支部工作要有

针对性、吸引力，要加强团组织的

宣传和文化建设工作，激发团员

青年的积极性、创造性，让团员青

年感受温馨和关爱。

最后，现场操作了“智慧团

建”系统、“复兴壹号”系统和青年

大学习网上主题团课后台管理系

统的组织关系转接和基本操作，

对新生团支书进行了培训。

来源：哲学学院

抓牢基层团组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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