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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年 !月，复旦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王金秋博士领衔的团队宣布：!
万尾松江鲈鱼 "#月可全面上市供
应，失踪 $#年后的珍贵鱼种将重回
上海市民的餐桌。如今，距离松江鲈
鱼上市的时间不足 $个月，而上海
已经连续一个月处于高温“烧烤”之
下，如此天气，对鱼种有无影响，王
金秋等“鱼博士”又在忙着什么呢？

水温超过30℃鱼会死
“四鳃鲈恰恰是不喜高温的鱼

种，水温一旦超过 %#!就会导致死
亡。我们正在全力护鱼、保鱼。”上周
五，记者见到王金秋时，申城最高气
温越过了 &#!；早上刚过 '时，位
于松江城区之外的“四鳃鲈园”已经
热气蒸腾。王金秋告诉记者，为了让
这里的几万尾松江鲈鱼安全度夏，
团队成员几乎天天都在此战高温。

王金秋把“家”安在了鱼塘边
的一间旧房子里，每天早晨 !时起
床，一直工作到太阳落山。“首要
工作当然是测水温了”，早上一
次，正午一次，傍晚再一次，王金
秋发现，在 &#!高温天气下，鱼塘
表面水温在太阳直射下可超过
&#!，松江鲈鱼尽管生活在鱼塘的
最底层，但如果不采取措施，那里的
水温随时都会超过 %#!，将所有鱼
种逼入绝境。

为了鱼塘的“防暑降温”，王金
秋想了不少招：比如，在鱼塘底部挖
洞、种植水草。眼看着水温终于一点
点降下来，透过水草，看见松江鲈鱼
个个迅猛游动的样子，王金秋和团
队成员脸上才露出了笑容。每当此
时，他们每个人都被汗水湿透。

办公室白天不开空调
记者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无

论是王金秋的办公室，还是她的宿
舍内，都安装着空调，白天却始终不
开，难道鱼塘缺电？王金秋笑着说：
“电不用省，是为了每个团队成员的

健康。”原来，王金秋和她的学生们，
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在露天工作，
屋里一开空调，内外温差过大，反而
会造成人体不适。于是，为了保证每
名队员的“护鱼”状态，王金秋定了
条“不开空调”的规矩。

观察松江鲈鱼的游动状态、记
录它们的生长指标、调节池塘水体
盐度……除了为鱼塘降温，王金秋
每天的工作还有许多。她告诉记者，
其实在夏天，许多养殖鱼类的死亡
率都偏高，为此，她和团队成员们必
须顶着高温烈日，日复一日地观测、
记录、分析，除了严格控制水温，团
队成员还要掌控水质、水氧气含量、
水底浮游生物量等等，这些都有可
能对松江鲈鱼的生长繁殖造成影
响。一旦出现死亡案例，王金秋还要
第一时间走进实验室，在显微镜下
观测并进行解剖，找出死亡原因。

10月确保松江鲈上市
养殖基地位于松江偏远郊区，

从复旦大学出发，路上至少需要花
两个小时车程。因此，王金秋的科研
团队吃住都在基地，而这样一来，他
们的生活不经意间变成枯燥的三点
一线：鱼塘、食堂、宿舍。不过，王金
秋却给了记者一个保证：今年 "#月
!万尾松江鲈鱼确保上市，上海有
望建成中国最大的松江鲈原种保藏
和良种开发基地。

本报记者 张炯强

实习生 达园园

高温烧烤天确保鱼塘水温不超过30℃———

复旦“鱼博士”守候松江鲈

! ! ! !小沈是一名“'#后”女孩，父母
离异后随父亲生活，但父亲下岗在
家吃低保，自己职校毕业后又没有
找到合适的工作。酷暑天里，小沈顶
着热浪到位于峨山路的浦东新区社
会组织公益街上班，却心怀喜
悦———虽然现在还是见习岗位，但
这里年轻的团队、有创意的工作让
她终于找到了“方向”。

据了解，为了解决 (#后、'#后
的就业难题，浦东新区塘桥街道酷
暑天依然不断开拓就业渠道，在本
市开出全国首条“公益街”，扶持社
会公益组织的同时，也把一批在家
啃老的年轻人送上岗位。

父亲女儿双双待业
小沈学的是动漫设计，职校毕

业后曾在一家私企工作过几年，但
单位从未为她办理劳动合同，更没
有缴纳过社保。企业里实行计件式
工作，小沈的收入很少。

去年小沈辞职，但一直没找到
合适的工作，一晃大半年就过去了。
小沈爸爸急在心里：“我年纪大吃吃
低保也就算了，你这么年轻，一直呆
在家里怎么行呢？”

塘桥街道得知小沈家的情况
后，蓝村居委会就业援助员伏海涛
马上登门，并将小沈的工作问题列
入重点关注内容。和小沈多次聊天
后，伏海涛发现，小沈性格比较内
向，看到陌生人不太放得开，导致她
面试时候很“吃亏”。
伏海涛介绍小沈参加了街道组

织的就业培训，通过模拟“实战”，教
授年轻人面试技巧和注意事项。同
时，街道还特意组织了世纪公园一

日游等活动，参加者都是社区的失
业青年。年轻人们在大自然里放松
身心，结交朋友、融入团队，走出“宅
男宅女”的小圈子，变得阳光、自信，
对他们以后的就业有很大的帮助。

公益组织里找机会
一面为小沈“集训”，另一面，就

业援助员也抓紧物色岗位。但推荐
了几次工作，都没有成功。
伏海涛想到，在峨山路刚建起

来的社会组织公益街，里面云集许
多社会公益组织。经街道牵线搭桥，
一家手工工坊答应给小沈一个见习
岗位。伏海涛向小沈介绍情况后，小
沈答应去试一试。没想到，去了没几

次，她就喜欢上了这份工作！这个手
工工坊也是年轻人的一个创业项
目，通过设计制作一些创意手工艺
品，倡导环保理念。小沈原本就是学
动漫设计的，这个工作正好符合她的
爱好！再过几个月，半年的见习期就
要到了，小沈希望自己能成为正式
员工，为此，天天冒着酷暑去上班。
据悉，依托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塘桥街道培育、孵化和引进公益组
织 (#家，大大拓宽了就业渠道。有
名男青年刚失业，街道就业援助员
通过联网系统发现后，立即冒着酷
暑为他寻找到合适的岗位，才一周
时间就帮他重新上岗！

本报记者 宋宁华

塘桥街道入驻80家公益组织 宅男宅女就业机会增多
一条公益街 一串新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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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收录
了朱镕基同志在这一时期的部分
讲话、谈话、信件、批语等 "#)篇，
照片 (%幅，批语及书信影印件 '

幅。编入的文稿是根据朱镕基同
志当年讲话的音像资料和文字记
录编辑而成的，绝大部分为首次
公开发表。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
元向记者透露，该书 $#""年底开
始正式运行，最初内容有近 %##

万字，编辑组反复筛选，数易其
稿，最终从中选取了 &#万字，形
成初稿。“(!岁高龄的朱镕基同
志为此书倾注了大量心血，逐字
认真审阅每篇文章，并就编辑、整
理工作提出许多指导性意见。本
书稿费他将全部捐献出来，成立
一个助学基金。”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内容

丰富，语言生动，图文并茂，可读
性强，不仅展现了朱镕基同志主
政上海期间的经济社会管理思想
和方针政策，还反映了他廉洁务
实、勤政为民、雷厉风行的工作作
风，以及面对师友、下属、后辈的
真挚情感。比如他曾多次提到上
海市民的副食品供应问题。“上海
要从城市建设入手做突破口，难
度太大，欠账太多。我想来想去，
还是田纪云同志讲的首先抓‘菜
篮子’可行。”（!把解决市民副食
品供应作为工作的突破口"#!"#$

年 %月 !&日）“我希望在上海工
作的时间里，至少为上海人民办
三件实事。”“把‘菜篮子’建立在
牢固、可靠、稳定的基础上”“解决
上海以道路交通为中心各项基础
设施建设问题”和“解决上海的住
房问题。”（!为上海人民办三件实
事"#!""&年 '月 '日）
浦东开发是贯穿朱镕基同志

四年上海工作期间的重要工作，
很多重大决策都出自于他。"'((

年，朱镕基作了《对浦东开发的几
点具体意见》的讲话，他说：“开发
浦东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长
远的考虑”“首先要抓大交通和基
础设施建设”“主要靠利用外资”
“要从整个上海的改造和发展来考
虑浦东开发，要以综合开发的思想
来进行浦东开发”。他还提出组织
领导上‘政企要分开”以及减免关
税、进出口权等一些具体政策。

"'((年 *月 ""日，朱镕基同
志写信给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办
公厅主任的万学远，直接批评“一是
机关重叠，互相牵制，扯皮习以为
常；一是主要负责同志不过问，听之
任之”的市府机构现状，并提出“久
拖不办要追究一把手失职”“不解决
问题，不拿出意见，就不要开会。”
（!对领导批办事项要一抓到底"）
这封信促成市政府办公厅建立起
领导重要批办事项的督办制度，也
印证着传说中朱镕基的“铁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