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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2 月 13 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
日前夕，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 8 名学生携带手绘
地图来到东郊丛葬地，缅怀 79 年前在南京遇难
的同胞。

据了解，这 8 名学生是南航民航飞行学院
“寻迹”团队的成员，他们曾于去年夏天利用将近
一个月的时间，奔波数百公里，走访了 23 个南京
大屠杀遇难者被埋葬的地方，询问当地老住户，
手绘丛葬地和纪念碑，记录那段历史。

在“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丛葬地分布图”上，他
们手绘了下关区、栖霞区、鼓楼区等 8 个区，并用

红色五角星标出了散布其中的 21 处丛葬地；在
另外一张“遇难者丛葬处纪念碑示意图”上，他们
绘制出各处丛葬地纪念碑的形状。两张手绘图均
有一米多高，丛葬地分布图甚至精确到了一般地
图上没有的小巷子。

其实，该团队并没有专业的绘画成员，他们
找来多种南京市地图，结合前期走访，对照地图
一点一点画。“有些纪念碑分布在很小的巷子里，
比较隐蔽，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就必须查阅大
量资料，加上实地考察记录，才能准确地标明丛
葬地的位置。”团队成员吕学让说，“我们想要让

人们更加清楚地知道这些地方，去祭奠死难者。”
在寻访东郊丛葬地时，他们发现纪念碑前放

着一束鲜花，下面压着一张卡片，署名的是一个
日本机构。对此，吕学让说：“南京大屠杀的历史
不仅属于中国人，也属于日本，属于全世界。当我
们看到这束花的时候，就感觉国界已经不是那么
明显了，所有人都应该对这些遇难者表示哀悼，
支持和平，反对战争。”

“因为这段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我们希望通
过实际行动让更多人了解，这不仅仅是对前人的
缅怀，也是对我们的激励。”吕学让说。

南航学生手绘地图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姻本报通讯员 马韵斐 见习记者 王之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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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杂草肆虐，黑土滩遍布，
土地沙化，土壤水源涵养功能
下降……在兰州大学草地农业
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
任杜国祯 37 年的科研考察中，
占我国土地面积四分之一的青
藏高原的主体生态系统———高
寒湿地和草地大面积退化早已
是不争的事实。

对此，作为我国首位国内
培养的藏族理学博士，杜国祯
对青藏高原生态问题有着与常
人不同的焦虑。

提高水源涵养功能是
重中之重

杜国祯出生于甘肃省甘南
藏族自治州。1979 年，他从甘肃
农业大学草原系毕业后回到了
甘南藏族自治州草原工作站。
刚工作时，他只是本能地感觉
草地对牧民来说非常重要，便
经常骑着马观察哪里的草长得
好。1992 年，杜国祯在兰州大学
取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从
此，他将科研的触角伸向了整
个青藏高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杜国
祯亲眼目睹了黄河第一曲———
甘肃玛曲县草地的退化过程：
毒杂草变成了优势种，沼泽湿
地渐渐萎缩，黄河边出现了大
型流动沙丘。他在想，难道整个
青藏高原都是这样吗？进一步
的科研工作证实了他的判断。
当上世纪 90 年代学界还在计
算高原草地的退化率时，他便
提出了自己的结论：未退化面
积是 0，退化面积是 100%，谈退
化面积比例已无实际意义。

考察过程中，他愈发清晰
地认识到，要想使湖泊面积和

年地表径流水量占全国近 50%的青藏高原得到
保护，必须提高草地的水源涵养能力。早在上世
纪 90 年代，他就认识到高寒草甸与湿地的水源
涵养功能的重要性，仅小小的玛曲县就为整个
黄河源区提供了 58%的水量。并且，青藏高原是
我国长江、黄河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东南亚重要
河流，如湄公河、红河的发源地，将青藏高原比
作“中国乃至整个东南亚的水塔”毫不过分。如
果地表没有植被，百分之八九十的降水会形成
地表径流，雨季是洪水，旱季则没水。

不能将畜牧业作为主导产业

“从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层面讲，青藏高原
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应该把畜牧业当作主导产

业，否则草地退化的势头将不可遏制，永远无法
恢复。所以，在青藏高原强调推行现代畜牧业，
各种各样的企业渗入进去，打畜牧业的牌，这是
一个错误的思路。”杜国祯说，“目前已造成严重
退化的草地、湿地当然需要通过各种针对性的
技术进行恢复，这就要求当地百姓、政府和科技
人员的共同努力了。”

杜国祯算过一笔账，如果合理放牧，一公顷
草地养一个羊单位，青藏高原上只能养 1.44 亿
个羊单位。即便把所有的羊都卖掉，一个牧民只
能得到 20 万元，在消费习惯已经改变的今天花
不了几年，最终牧民的生活还是要靠国家的补
贴。他在考察中发现，玛曲县的实际放牧量至少
是合理放牧量的两倍，当地人均年收入 5000 元
到 8000 元不等，收入增加不了多少，却造成了
草地和湿地的退化。

对此，杜国祯提出了解决之道：“要解决青
藏高原的问题必须发展教育。当地年轻人接受
十几年教育，走出去后都会选择在城市生活，这
便是主动移民。此外，在经济上可以打生态文化
旅游牌，将其作为主导产业，同时起到传承藏文
化的作用。”

用科研成果留住绿水青山

青藏高原的生态问题，不仅是杜国祯个人
使命所在，也是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
家重点实验室的重点关注领域之一。

杜国祯深知，只有扎实的基础研究累加起
来，才能推动应用研究的发展。从上世纪 90 年代
坚持到现在，他说自己和团队做的就是解剖麻雀
的工作：牧民放牧以后对土壤有什么影响？对植
被有什么影响？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近十年，杜国祯和他的团队完成了二十余
个大大小小的科研项目，累计科研经费达 5500
多万。2011 年，由他一手创办的“兰州大学高寒
草甸与湿地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扩建升级为

“兰州大学中央级普通高等学校农林实践基
地———高寒退化草地恢复与可持续利用技术推
广基地”，作为亚洲地区唯一进入营养物研究网
络的野外工作台站，参与观测的国际合作研究
成果在《自然》《科学》上发表，将青藏高原的声
音做到了国际认可。

2014 年，杜国祯主持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项目《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玛曲)生态修复及保
护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获得甘肃省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相关研究成果在玛曲及其周边地区
推广应用面积超过 4 万公顷，平均每年新增产
值超过 1000 万元，减少损失近 3000 万元。

经过二十多年的观测与研究，杜国祯和他的
团队构建起了适用于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植被修
复的创新性技术体系和保护利用模式，构建了草
地适宜载畜量模型，推广治理退化草地360万公
顷、退化湿地46万公顷、次生裸地2.8万公顷，建设
人工草地1500公顷，累计经济效益10.25亿元……

而这一切，杜国祯只是为了心中那个朴素
的梦想：愿青藏高原没有浓烟、没有洪水，青山
依旧、绿水长流。

我愿我行我素，不愿涂脂抹粉，招摇过市，
我也不愿—————我不愿生活在这个不安的、神
经质的、忙乱的、琐细的世纪生活中，宁可或立
或坐，沉思着，听任这世纪过去。 ———梭罗

在那个机器轰鸣的 19 世纪下半叶，有一个
地方，静谧而又秀丽，那是仲夏的瓦尔登湖，它绚
烂瑰丽的天空上，有零碎的星云点缀着，柔软得
像是甜丝丝的棉花糖，树影叠叠的密林深处，偶
尔传来几声若有若无的蝉鸣和蛙叫，间歇性的阵
阵清风，如同情人的轻抚。就仿佛是童话故事里
所描写的一般：荡漾着微波的瓦尔登湖畔，有一
间小木屋静静的悄无声息，四周翠郁葱茏。昏暗
的光影下，是一位有着瘦削面庞的男人，他握着
笔的手不停地写着，一行，一行，一行。似乎是想
起了什么，他放下了笔，望着窗户上太阳透过层
层枝叶投射下斑驳光影，怔怔地出神。他似乎想
起两年前的自己，向露意莎·梅·奥尔柯特借了一柄斧头，就孤身
一人，跑进了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自己砍柴，建造了
一个小木屋，一住就是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

这个男人就是亨利·戴维·梭罗，孤独又执拗的独行侠。梭
罗毕业于哈佛，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精英，但就是这么一个
有着远大前程的哈佛高材生，他所有的友伴都在选择他们的职
业，或是急于要开始担任某种报酬丰厚的职务时，他却拒绝了
一切人们通常会选择的道路。他向往自由的决心实在是难得。
他自力更生，只有一把斧头的他自己动手，在宁静的瓦尔登湖
畔建了一座小木屋，两年多的时间里，他自己耕田，种土豆、玉
米，过着一种十分原始的生活，就像是魏晋时期的五柳先生，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瓦尔登湖》是一部超验主义的经典作品，虽然里面大部

分是一些日常的琐碎，但却都蕴含着浓浓的，梭罗式的人与自
然的思考。那个时候的美国，正深陷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
转变的洪流中。他的理念独树一帜。他向世人证明：如果一个
人能满足于基本的生活所需，其实便可以更从容、更充实地享
受人生。

这种生活不禁让我想起中国的古人们。在那个没有手机、
没有电视电脑、没有现代化科技的年代里，他们的生活竟然那
么的肆意和任性。吟诵着“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在梅雨时
节里，“闲敲棋子落灯花”。即使仕途失意，却还能“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正如年轻时的林语堂，带着妻子廖翠凤颠沛流离
于各国间，即使穷得买不起一张电影票，却也还可以去图书馆
借回一堆书，两个人守着一盏灯夜读，乐趣自在其中，不亦快
哉！这样的生活，是那么让人羡慕。

我想，我们不应该成为一个“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
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
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的人。迷于名利，与世沉浮，心里没有源
头活水，生命干枯，生活机械化，成为这样的一种人，将是一件
多么可怕的事情。

真想去瓦尔登湖畔，嗅一嗅自由的气息。
（作者系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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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关注的热点。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苏州
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 2012 级的学生
吴佳毅却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选择升学或
考公务员，而是在苏州大学校园内创办了
一间西服工作室，专为在校大学生提供西
服定制服务。

“梦想家西服”承载梦想

吴佳毅的工作室开在苏州大学独墅湖
校区食堂三楼的创业园，名叫“梦想家西
服”。尽管店面只有 10 平方米左右，但却装
修得别具风格，工作室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
西服。一套成衣的价格基本在 300 元左右，
比较适合大学生的消费水平，也是目前大部
分顾客所青睐的。

至于为什么会起名叫“梦想家西服”，吴
佳毅介绍说，学生会来买西服是因为他们有
相应的需求，可能是去参加校内的一场比
赛，可能是去参加校外的一场面试。但不管
怎么样，这些学生都是在追逐自己人生的梦
想，西服则承载着这份希冀。

在吴佳毅看来，西服就有这样神奇的
魔力。当学生们穿上西服的时候，西服特有
的风格能让他们身上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让他们不自觉地抬头挺胸，自信迷人。而正
如著名设计师英格丽所说：“服装最大的功
能，是增加你的自信，而不是让你变得漂
亮。”“梦想家西服”工作室的定义，就是为
苏大以及更多刚毕业的学生提供一套合
身、高性价比的西服，让学生们穿出内在的
自信和勇气。

事实上，光顾过“梦想家西服”工作室的
同学都有这样的体验：店铺的每一处都充满
了细心，顾客选好衣服后会得到一张表，上
面有爱好、穿衣风格、对工作室的评价等内
容，预定好的衣服还会送到宿舍里，非常贴
心。除此之外，吴佳毅还会在自己的微信公
众号里分享大学生感兴趣的美食、日常搭
配、解疑等，这都让顾客们感到更多的贴心
服务和关怀。

“我希望所有学生一旦穿上这套西服，

就仿佛穿上了一身铠甲，能够更加勇敢地追
求自己内心的梦想。”吴佳毅说。

而当被问及自己的梦想时，吴佳毅笑
道，他的梦想更像是一种状态，希望自己做
的事情能感染周围的人，给他们的生活带去
不一样的色彩。

不后悔自己的青春

对于为什么会选择创业，吴佳毅说，他
的父亲就是通过做生意白手起家的，父亲丰
富的创业经历深深感染、鼓舞了他。吴佳毅
觉得，自己还年轻，有很多尝试的机会。

事实上，“梦想家西服”并不是吴佳毅的

第一次创业。早在
大二期间，他就与
几个同学一起创办
了一个早餐平台，
用自己的努力满足
同 学 们 早 餐 的 需
求，在苏大北校区
范围内有着很好的
反响。

这个早餐平台
叫“heymorning”，是
基于微信微店的模
式建立的。据吴佳毅
介绍，每天晚上 12
点前，他们通过微信
微店预订的形式收
集好同学们想要吃
的早餐；第二天早上
5 点，他们就从合作
商处把同学们的早
餐带回来，再送到预
订同学各自的宿舍
中。经过一个学期的
运营，吴佳毅从中收
获了不少创业的经
验，同时也积累了一
定的资金和人脉。

晚 上 12 点 睡
觉，早晨 5 点起床，

这看上去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也因此，
在吴佳毅创业之初，有不少同学对他的选择
表示惊讶。然而，吴佳毅却有不同的看法：

“创业这条路并不适合所有人，但如果选择
了，它可能会带给你一种与众不同的人生经
历，让你不去后悔自己的青春。”

对吴佳毅来说，创业无疑是快乐的。“也
许自己在做很多人内心不敢尝试的事情，如
果能做出点成功的印迹来，就可以激发身边
更多的朋友勇敢地去追求自己想做的事
情。”吴佳毅表示，在这一点上，“梦想家西
服”不仅承载着学生的梦想，也承载着他的
创业之梦。

而回顾整个创业过程，吴佳毅并不觉得

自己遇到过什么大的挫折。“创业总会有些
波折起伏，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波折起伏，
才会让我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成长和更多
的进步。”对吴佳毅来说，生活中有酸甜苦
辣、喜怒哀乐这些多种多样的元素，创业也
是如此，一些小小的起伏反而会让生活更加
丰富多彩，更加充满趣味、富有意义。

分工明确的工作室

值得一提的是，吴佳毅在大学期间就读
的是轻化工程专业，但因为热衷于西装定
制，他不仅自学了有关西服方面的知识，而
且结识了不少服装专业的同学。

“现在市场上的西服价格都比较昂贵，
因为它们有着品牌附加值和高昂的店面成
本、人力成本，这决定了它们价格不会便
宜。但纺织学院出身的我们，能辨别出衣服
面料并没有太突出的地方。”吴佳毅说，组
建团队的过程就像拼拼图一样，5 名同样充
满热情的小伙伴共同合作成立了工作室，
分别负责服装设计、广告宣传、销售运营等
不同业务。

“我们有成本优势，在此基础上，学服装
设计的同学设计服装，学新闻学的负责广告
宣传。”吴佳毅谈到，工作室的分工很明确。

“梦想家西服”均是自主设计，然后直接从工
厂加工生产，省去了其他环节，这样同学们
就不用多为企业的品牌附加值等成本买单，
从而买到高性价比的西服。除此之外，工作
室会根据顾客的身材对成衣进行修改，让西
服更加合身；而针对追求较高品质衣服的部
分顾客，工作室则会与其他集团合作进行高
级定制。

目前，梦想家工作室已经为 116 名大学
生提供了“梦想家西服”。吴佳毅谈到，他今
后的目标就是在更多的校园里把西服推广
出去。

“我们在苏大已经探索出一个稳定的模
式，未来我希望能带着这个模式去其他学
校，找到和我一样志同道合的校园团队，帮
助、带领他们和我一起做这件事情。”吴佳毅
最后说道。

开西服工作室的“梦想家”
姻本报实习生 田思敏 记者 陈彬

此间少年

吴佳毅

学子情怀

以前，长征只存在于书本上或影像资料里，
但如今，走进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

“人才素质测评与培育”虚拟仿真实验室，你会发
现，它竟然变成了身边的“现实”。

12 月 10 日，在北理工良乡校区举办的“‘四
个全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第二届
学术研讨会上，虽然与会者早就知道会议的主题
是“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改革与虚拟现实技术在
思政课中的应用”，但是当他们戴上 VR（Virtual
Reality，即虚拟现实）眼镜，置身于虚拟的“雪山
草地”当中时，才真正地感受到，“原来思政课还
可以这样教”！

这套 VR 设备是由北理工马克思主义学院
研制的，被放置在“人才素质测评与培育”虚拟仿
真实验室，12 月 9 日才投入使用，到研讨会开始
时，体验者也不过 20 多人。

记者戴上 VR 眼镜，亲自体验了一把。在一
段历史介绍之后，记者被“吸”进了长征路上，置
身于雪山草地当中，寒风在耳畔呼呼作响，红军
战士们弓着身子，拖着疲惫的身躯，迈着沉重的
步伐，缓缓地行走在铺满白雪的草地上。这时，耳
边响起一个沧桑的声音：“孩子，往前走吧。”不一
会儿，场景切换到雪山，左侧峭壁，右侧悬崖，脚
下的石头上落满了积雪，红军一字纵队向前走，
偶尔有人跌落下去。

北理工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教研室主任杨才林告诉记者，这是马克思主义学
院研制的基于 VR 技术的软件课程“重走长征
路”，时长约 5 分钟，那个沧桑的声音是老班长，
会一直跟着体验者，雪山部分一共设置了 5 个人

跌落悬崖，让体验者更直
观地感受长征的艰辛。

“通过 VR 体验，我
可以跟老班长交流，还可
以看到衣衫褴褛的战士，
感觉自己真的穿越了时
空，到了长征路上。”北理
工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
生高杨通过体验，对那段
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北理工马克思主义
学院研究生裴振磊在体
验后表示：“置身于冰天
雪地、悬崖峭壁，长征带
给我的是情感上的震撼，
书 本 文 字 变 得 鲜 活 起
来。”

北理工马克思主义
学院常务副院长李林英
说，学院研制“重走长征
路”，是想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让思政课教学

“活”起来，通过 VR 技术，实现长征途中的地理
环境、气候条件等场景再现和交互体验，让学生
身临其境地感受红军长征的艰辛，更好地理解长
征精神，学习红军不畏艰难的品质。

“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使得教学手段更科学
化、更高效益、更丰富多彩，能提供直观、形象的
多重感官刺激的视听觉材料。虚拟技术为学生提
供生动活泼的直观形象思维材料，让学生观察到
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观察到的事物，实现‘线上与

线下互联’。”李林英说。
其实，北理工从 2009 年起就开始探索新媒

体技术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之前开发的“情
商加油站”“职场演兵”等辅助教学软件现已应用
于多所高校，让学生在游戏中提升人际交往、职
场面试等能力。

杨才林告诉记者，学院下一步还计划研发更
多软件课程来辅助教学，“四渡赤水”“飞夺泸定
桥”等都在考虑范围之内，也借此让学生体验到
更多的长征历程。

“虚拟”体验思政课“仿真”重走长征路
———北理工探索将 VR（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

姻本报见习记者 王之康

北理工学生戴上 VR 眼镜体验“重走长征路”。 王之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