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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国际青
年音乐周的前身，是创办于2017
年并每年定期举办的广东国际青
年音乐周，该音乐周于2023年升
格为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国际青
年音乐周。

2024年，音乐周的导师团队
将由丹尼尔·哈丁领衔，多位世界
一流乐团的声部首席、资深演奏
家组成。

出生于 1975 年的英国指挥
家丹尼尔·哈丁，出道经历颇具传
奇色彩：他17岁时向心目中的偶
像指挥大师西蒙·拉特尔爵士自
荐，并成为其助理指挥；19 岁时
又被另一位指挥大师克劳迪奥·
阿巴多聘为助理指挥，随其在柏
林爱乐乐团工作；21岁时首次执
棒柏林爱乐乐团音乐会。

创办于1895年的逍遥音乐节
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音乐节之
一，1996年哈丁在该音乐节执棒
了两场音乐会，成为音乐节历史
上最年轻的指挥家。哈丁还曾担
任巴黎管弦乐团音乐总监及伦敦
交响乐团首席客座指挥。2023
音乐周举办期间，哈丁接受了音
乐周艺委会主席余隆和主办方的
邀请，从 2024 年起担任“粤港澳
大湾区（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音

乐总监”，任期五年（2024 年-2028
年）。值得一提的是，哈丁同时持
有商业飞行员执照，其指挥以外
的第二职业是民航客机飞行员，
有着名副其实的“斜杠人生”。

哈丁表示，对本次大湾区的
“音乐之旅”充满期待：“在大湾
区的每一位音乐家都是幸运的，
这里有非常优秀的音乐人才、青
年才俊，希望大家在大湾区收获
更多音乐启发。乐队成员有不同
的背景、理念，但在乐队中通过建
立团队精神，能进一步实现自我
和集体的价值。说我来音乐周

‘指导’大家学习，并不准确，我
是来和一群充满天赋的年轻人一
起学习的。”

除哈丁外，本届音乐周的导
师团队星光熠熠，来自柏林爱乐
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伦敦交响
乐团、巴黎管弦乐团、法国国家广
播乐团、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
意大利圣塞西莉亚国立艺术学院
乐团、瑞典广播交响乐团、香港管
弦乐团的世界一流演奏家们组成
的导师团队将齐聚大湾区，带领
通过选拔的青年演奏家组成的
2024 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国际
青年音乐周乐团，共同开启一段
探索音乐奥秘之旅。

本届音乐周将在大湾区中心
城市举行多场音乐会及相关活
动，包括在广州的星海音乐厅举
行的开幕音乐会及“丹尼尔·哈丁
与 2024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国际
青年音乐周乐团音乐会（首站）”等
四场音乐会，以及在深圳音乐厅和
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举行两场同
样阵容及节目的音乐会。在演出
曲目安排上，音乐周也将继续秉
持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频的艺术
准则。

1 月 21 日开幕音乐会由青年
指挥家崔琳涵指挥广州交响乐团，
并特邀香港管弦乐团、澳门乐团及
深圳交响乐团音乐家加盟，以“粤
港澳大湾区节日乐团”的形式共同
开启YMCG新篇章。

开幕音乐会将上演广州交响
乐团委约当代著名作曲家周天以
表现千年商都广州古今互鉴而创
作的管弦乐曲《都会》和德沃夏克
《G大调第八交响曲》，并携手荣获
过第三届维克多·特列季亚科夫国

际小提琴比赛金奖的青年小提琴
家林瑞沣演绎勃拉姆斯《D大调小
提琴协奏曲》。值得一提的是，崔
琳涵也是一位从粤港澳大湾区走
向世界舞台的青年指挥家，她曾获
得丹麦马尔科国际指挥大赛亚军，
并入选洛杉矶爱乐乐团2022/23杜
达梅尔指挥计划，任该团艺术总监
杜达梅尔的指挥助理，执棒洛杉矶
爱乐乐团音乐会。担纲本场音乐
会独奏的青年小提琴家林瑞沣曾
数次参加往届音乐周乐团，他也通
过考核，将担任“2024粤港澳大湾
区（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乐团”的
乐团首席。

1 月 28 日的音乐会上，丹尼
尔·哈丁将在星海音乐厅首度指挥
2024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国际青
年音乐周乐团演绎三首作品：广州
交响乐团代表音乐周组委会，委约
香港青年作曲家梁皓一，特别为本
届音乐周创作的交响序曲《天穹之
志：大湾华章》（世界首演）；由挪
威小提琴家薇尔德·弗朗及柏林爱

乐乐团中提琴声部首席阿米哈·格
罗斯兹担任独奏的莫扎特《降E大
调小提琴与中提琴交响协奏曲》，
以及德沃夏克《E 小调第九交响
曲，作品95（自新大陆）》。

2024 年是十九世纪世界重要
的作曲家之一、捷克民族乐派代表
人物德沃夏克逝世120周年，世界
各地将掀起纪念热潮，本届音乐周
的交响音乐会将上演他的两部著名
交响曲，展示广东率先与世界同频。

而广州交响乐团委约梁皓一
创作的新作品则是音乐周的“点
题”之作，梁皓一认为：“《天穹之
志：大湾华章》是一部充满活力的
音乐作品，展现了大湾区丰富的文
化传统所带来的魅力、深度和凝聚
力……作品中的抒情主题和节奏
变化颂扬着大湾区的多样性，深深
扎根于中国传统。”

此后，丹尼尔·哈丁将带领音乐
周团队移师深圳音乐厅和香港文化
中心进行演出，在香港的演出将是
YMCG的闭幕音乐会。

据主办方介绍，有80余位30岁
以下的青年音乐家入围了本届音乐
周，他们于2023年 10月在深圳参
加了为期三日、面向全球的面试，经
过数轮严格筛选后，脱颖而出。

这批优秀的青年音乐家是从
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日本、韩
国、新加坡、菲律宾、德国、奥地
利、英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70
所知名音乐学院、综合大学，以及
近20支职业乐团的应征者中遴选
出来的。乐团成员中有50多位来
自国内外知名音乐学院，其余 20
多位则来自16支中国职业乐团。

在丹尼尔·哈丁的带领下，本
届音乐周的青年演奏家将在乐队
演奏的实践中探索个人与集体的
命运关联、文化初心和创新精神的

融合。
“在2024年的YMCG活动中，

我们将深入探寻在管弦乐团中演
奏的内涵，探索组建世界一流交响
乐团的关键要素。为此，我们制定
了一个方案，让青年音乐学员有机
会参与到完整的交响乐团演奏排
练，以及分声部排练。”哈丁介绍
道。

YMCG是年轻音乐人的盛会，
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国际青年音
乐周乐团也是一个富有朝气、以乐
会友、充满文化碰撞和交流的大家
庭。回顾往届音乐周，年轻的音乐
家们曾走进永庆坊、广东粤剧博物
馆、广州塔、二沙岛……在粤剧戏
台上演奏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在城市之巅奏响德沃夏克“念故

乡”，在执信中学榕树下促膝而
谈。本届音乐周期间，哈丁将携导
师和学员亮相大湾区多个文旅地
标，从“岭南艺术明珠”传统建筑到
见证广东近代变迁的历史街区，从
博物馆到广州塔，包括在“东方明
珠”香港，都将响起彰显大湾区新
生音乐力量的美妙音符。

此外，本届音乐周也将举办一
系列的大师班、走进城市的社区音
乐表演、室内乐沙龙、导师特色工作
坊、公开排练、“乐聚·畅谈”等活动，
丰富音乐周的文化内涵。值得一提
的是，1月24日和26日，在星海音
乐厅举行的两场“乐聚·畅谈”活动
中，余隆、丹尼尔·哈丁及导师团的
名家们将惊喜现身活动现场，与观
众共同分享音乐乐趣。

以乐会友，精彩音乐会蓄势待发

广聚青年音乐才俊，实现文化碰撞交流

“斜杠”大师领衔，导师团队星光熠熠

2024粤港澳大湾区（广
东）国际青年音乐周（Youth

Music Culture The Greater
Bay Area，以下简称“YMCG”）

将于2024年 1月20日至2月1日
在广州、深圳、香港举行。

本届音乐周由广东省文化和旅
游厅主办，首次由大湾区五大国际知名

音乐机构：来自广东的广州交响乐团、星
海音乐厅、深圳交响乐团，来自香港特别
行政区的香港管弦乐团和来自澳门特别行
政区的澳门乐团共同承办。

著名指挥家余隆将继续担任音乐
周的艺术委员会主席，著名指挥家丹
尼尔·哈丁（Daniel Harding）将接
棒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正式履新
音乐周音乐总监，带领来自柏林
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等
世界一流乐团的演奏家组成
导师团队，开启YMCG的新
篇章。

音乐总监丹尼尔·哈丁正式履新：
的每一位音乐家都是幸运的

2024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即将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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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湾区

丹尼尔·哈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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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那个曾可对她呼来唤去、
吆五喝六、啰哩啰嗦的小孩，长大
了。对此，她表现出的不耐烦、不认
同、不服从，让我一时无所适从。故
而，慢慢收起了我的所谓权威，温和
起来，只远远地跟随。

平时，她住校，我工作，相忘于日
常忙碌，鲜有交流。得闲，想起，我微
信问一句：“吃饭了吗？”片刻，她回一
句：“吃了。”我追问：“吃的啥？”好久，
她回一句：“米饭、炒菜。”我意欲再叮
嘱：好好吃饭，好好学习，天凉加衣。
可刚打好字，马上删了，只说：“好。”
她也“好”。继而，无话。

她主动联系我的时候也有。往
往先发个“裂开”表情，再截图“收费
通知”或“钱包余额”，后满是可怜地
说：“请父亲大人赏赐金币。”我对着
屏幕“呵呵”，心想：缺钱了，就不高
冷、傲娇了。我马上回复“耶”，随即
超额转账。她随即收款，“跪拜”“作
揖”，闪了。一段时间，不联系。

假日回家，一路上，我和妻轮流
问“到哪了”，她轮流给我俩只发位
置。我掐着点儿做饭。进得家门，她
迎面一句：“我回来喽！”绕开我关切
的目光，奔向她妈，只留我一句“洗洗
手，吃饭”孤独地追着她。饭桌上，多
深入问一句，她便用“别问了”“你们
不知道”，回怼得我们只剩静悄悄吃
饭。吃完，关在房间，开始经营她自
己的世界。咱也不敢问。

在家数日，交流异常简单。早
晨，冲着她房间，叫一声：“该起来
啦。”里面答：“知道啦。等会儿。”一
日三餐，喊一声：“吃饭啦。”她应声：

“知道啦。”晚上找朋友玩，我不时催
一句：“该回家了。”她回复：“知道
啦。”仅此。她有话要说，也是找她
妈。她妈挑挑拣拣转达我些信息，担
心得我想敲开她房门，问问清楚。可
一想：女儿大了，不问也罢；她妈已嘱
咐过，相信她会处理好。

离家那天，我一会儿坐在沙发
上，一会儿坐在床边，一会儿站在厨
房，紧跟妻子给孩子收拾行李，不时
提醒装这装那。妻子笑着说：“要不
你来？”我一脸惭愧：“还是你懂她，你
来。”我只静静看着，啥也做不了。目
送她坐车远去，又开启“相忘于日常
忙碌”模式。

或许，这就是女儿大了，做父亲的
尴尬。只得如此简单地参与她的成长
与生活，且还会一直持续，抑或更加简
单。不过，简单参与也好。幸福地简
单参与着，简单参与地幸福着。

凡是做父亲的，简单参与的幸福
大抵都一样。小姨子远嫁他乡，医院
繁忙的工作加上照顾孩子，仅逢年过
节才得空回家。妻子提前得到消息，
告知岳父，他免不了嘟哝一句：“回来
干吗？我还得准备这准备那，麻烦！”
可刚说完“麻烦”，紧接着便麻利地忙
活开了。

特别是春节，他一遍遍穿上棉服
下楼，上楼脱掉棉服；四层楼梯爬上
爬下，采购食材，生怕漏掉什么。别
人在客厅、卧室谈笑风生，岳父则钻
进厨房，默不作声地一通煎炒烹炸炖
煮。待一个菜一个菜地陆续摆满桌，
他才亮开嗓门喊：“开饭喽！”饭香袅
袅，家人围坐，灯火可亲，是对岳父劳

作的最大犒赏。他端坐正位，不言不
语，微笑品咂着子辈孙辈敬上的美
酒，一口，又一口。一年三百六十五
天，全家团圆的这几天，岳父最忙最
累，也最快活。

偶尔，他也坐下一起闲聊。可问
几句“平时工作挺忙吧”“老人和你们
身体还好吧”“想吃什么尽管说”之类
的话后，便静坐那里，听我们谈天说
地，看孩子蹦上窜下。稍后起身，冲
我们笑笑，背着手，塌着腰，踱回房间
看电视去了。热闹是我们的，他已插
不上话。望着他落寞的背影，我心中
一阵凄然。

那个曾经当过兵、开着卡车走南
闯北恣意驰骋的岳父老了，老到似乎
只能靠种几畦菜、做几顿饭，来证明他
尚未老迈，还有价值。而我们也似乎
只能靠满心欢喜地乐享绿色的应季蔬
菜、喷香的家常饭菜，来回应岳父的全
心付出。于是，他经常装好双份的蔬
菜、馒头之类，送到我家一份，再千方
百计捎给小姨子一份，长年如此。虽
简单地重复着，彼此却格外知足。

我示意妻和小姨子进屋“安慰”
一下老爷子。推开房门的刹那，高分
贝的电视音量，将我们的谈笑淹没。
岳父的耳背已到一定程度。只听得
小姨子一遍遍高声送上“医嘱”，确认
他记住了常用药的服用时间和剂量，
才又说：“明年别种那么多菜了。”岳
父连声应承着“知道啦”，片刻便响起
鼾声。她俩轻叹一声，走出来，关上
了房门；我会意地撇撇嘴，摇摇头。

清早，岳父已将大包小包收拾
好，堆在客厅，以待装车。小姨子不

停地嗔怪：“太多了，拿不了！麻烦！”
岳父边帮着拎包，边嘟哝：“麻烦？等
我啥也干不动，什么也给你们带不了
了，那就不麻烦了？到那时，才是真

‘麻烦’呢！”几句话，说得我们眼圈儿
泛红。拿，都拿上！“路上慢点，到了
报个平安！”每次离别，岳父都是这句
话，一如我留守乡下的父亲。

看到岳父与她女儿之间的交集
已如此简单；想到我与女儿之间的简
单参与已然开始；感到父辈已跟不上
我们、我们已跟不上子辈的脚步和节
奏，只能简单地关心彼此最纯粹的吃
饭、睡觉、身体、冷暖，不由有些慌
乱。真到岳父岳母、父亲母亲离开，
我的女儿出嫁，直至我和妻子老成了
当下岳父岳母、父亲母亲的模样，我
该如何面对？能否做到平静、坦然？

还好，我已开始学会珍惜。平时
联系有限，却彼此相互牵念，能用心
感受得到家人的存在与温暖，这何其
珍贵？偶尔团聚，即使一直重复那简
单的几句话、几件事，甚至拌嘴斗气，
这又何其有幸？一如阳光、空气、水，
简单地参与了我们的生命；一如亲
情、友情、爱情，简单地参与了我们的
生活，一如“流泪”“微笑”“奋斗”，简
单地参与了我们的人生。虽简单，却
幸福，须臾不可或缺。

夜深人静，我听到广播里唱道：
“早上吃饭了吗？按时睡觉了吗？原
谅我只懂这样参与你生活。”听过，想
到自己，心头五味杂陈，默默给女儿
发了条信息：“早点睡觉。”稍后，她回
复：“知道啦。你也早点睡，老铁。”我
欣然回复：“知道啦。”

若说黄埔的赏梅胜地，最风雅
的当属萝岗的香雪公园。冬至后，
梅花次第开，梅香悄然至。

走进园子，路两旁是千枝万蕾
的梅树，疏影横逸，清香素雅。梅
萼冷翠，向阳的一面，徐徐舒展；背
光的花苞，生命暗涌。走着走着，
横来一枝斜梅，朵朵花蕾簇拥争
宠，捧花细嗅，玉色寒香，为之陶
醉。池塘里，莲事荼靡。有人架起

“大炮”隔岸拍鸟；有人匍匐在地，
只为拍下梅枝在草地上的疏影。
青蓝的天空，是白梅的背景，如此
赏心悦目。

香雪梅林位于玉喦书院东南

向，书院里尚有韩愈的“鸢飞鱼跃”
拓片和郑板桥的“春夏秋冬”四季
竹画，以及朱熹“忠孝廉节”、文天
祥“幕府杂诗”的诗词匾额。郭沫
若题诗曰：“岭南无雪何称雪，雪本
无香也说香。十里梅花浑似雪，萝
岗香雪映朝阳。”萝岗人遂以“香
雪”喻此地梅花如雪。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岭南气
候变暖，梅林连续几年发生虫害，
青梅产量下降，而萝岗橙价格飙
升，村民纷纷伐梅种橙，风拽花舞
的梅事暂时搁浅。本世纪初，香雪
公园得以重建，十里梅林再现。

延绵至今，香雪公园的梅花

品种有绿萼、青梅、垂枝梅、朱砂
梅等。

绿萼，顾名思义花萼为绿，瓣
洁白，香气浓郁，是最有君子气质
的梅花。此梅不畏严寒，温润如
玉，又坚如铁石，以“一夜欲开尽，
百花犹未知”的魄力和胆识率先垂
范、绽放。

花冠洁白似玉，霜色中带着微
绛，鹅黄花苞不疾不徐，在寒风中
伸向天空的，就是青梅了。青梅有
素雅淡然之姿，任你争奇斗艳，百
花争宠，我有我的自在与清雅，只
要养分储备足够，花期到，青梅果
累累。

那犹似一头乱发，垂头丧气的
垂枝梅，便让人感到凌乱与可怜
了。它其实有个好听的名字，叫

“照水梅”。枝条下垂或斜垂，硬是
有意把枝干折曲，朝着水中虚假的
荣光弯腰，有点像谄媚的小人，靠
着阿谀奉承的姿态获得荣光。
只是跪久了，永远立不起来。

园的最里面，是朱砂梅，花
香浓郁，花色呈深浅不一的绛红
宫粉。此梅又被称为“红梅”，红
梅开在最深处的角落里，偏安一
隅却惊艳无比。红梅避世恰如
文人傲气，众声喧嚣，却依然坚
守初心。

鳖，俗称甲鱼、团鱼、水鱼。在
民间，它还有个更通俗却不中听的
称呼，叫王八。

有一则故事，说某外地人去无锡
会友。到朋友家，朋友不在。朋友老
婆说：“他鳖里去了。”这个外地人闻
听，一头雾水。请教后，方明白，原
来，无锡话中，“网吧”和“王八”同音，
朋友老婆说话惜字如金，将两字地点
名词生生俭省成一字动物名词，便极
自然地转换出一个“鳖”字来。

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
晨》中，工商界红人冯永祥、沪江纱
厂工程师韩云程们，每逢夸赞某事
或某物，张口闭口间总言：“简直妙
不可酱油！”

当年，读这部小说，看到书中
人物口吐“妙不可酱油”之句，总简
单视作是沪上商圈中人在无事磨
牙、插科打诨而已。甚至，认为身
为作家的周而复已黔驴技穷，只会
给书中人物设计一句自认为风趣
幽默，实际上笑点极低的滑稽语。
后来，听郑逸梅述说旧日文化人故
事，得悉民国年间，上海滩有位知
名电影理论家、剧作家、小说家徐
卓呆，他和妻子华端岑研制了一种

味道鲜美的酱油，起初无偿赠予亲
戚朋友享用，后见要的人太多，竟
把这自制调味品起名为“良妻牌”
酱油，定下价格，在市面公开售
卖。性格滑稽而富有商业意识的
徐卓呆，此时笔名“酱翁”，又号“卖
油郎”，还请沪上名画家钱瘦铁书
写了“妙不可酱油”五字，印在所用
信笺上，借助自身人脉广博，于交
往中搭风宣传“良妻牌”酱油声誉，
大力拓展销路。

徐卓呆所言“妙不可酱油”，为
成语“妙不可言”的蜕化语；因“言”
与“盐”同音，寓意既然有“妙不可
盐”，自不妨有“妙不可酱油”。这才
晓悟，正是徐卓呆的精心策划和钱
瘦铁的妙笔助推，才使这条“成语改
良加长版”俗语，在当时沪上日常生
活间和反映上海滩人物经历的文学
中，得到如此广泛的采用。

油嘴滑舌者，对语言使用多异
常敏锐。他们每于戏谑谈笑间，不
经意地逾越语言常规的樊篱，突破
句式固定的窠臼，拓宽语意传统的
疆界，从而对语言创新作出贡献
——这，是我多年静心观察语言现
象，获取的点滴心得。

鳖与酱油

油嘴滑舌者，对语言使用多异常敏锐

□王晖

□张金刚

或许，这就是女儿大了，
做父亲的尴尬 简单参与

□孙仁芳

红梅避世恰如文人傲气，
众声喧嚣，却依然坚守初心 香雪公园读梅

李庄古镇（纸本水墨设色）

□林容生

直到岁末，南粤才真正有了冬
日的气息，寒风扑面，阳光难觅踪
影，时不时还降下一阵冷雨，目力所
及似乎也开始变为冷色调。可就在
此时，惊喜地发现了落羽杉的存在。

在我所居住的深圳，常年满目
葱郁，绿色是当仁不让的底色，不过
一些草木往往也会脱颖而出，成为
植物王国中的主角。一到春天，最
惹眼的当属木棉了，在道旁或一片
小树林里，满树擎着的大团花苞炽
烈而饱满。接着，紫薇花登场。这
种草本植物广植于路边、街心、小区
及公园，随着夏日来临，竞相绽放，
呈喷射状，一时间满城姹紫嫣红，衬
托着夏日的热烈和妖娆。进入金
秋，便是深圳市花簕杜鹃的天下，满
目繁花，犹如瀑布倾泻，煞是壮观。
如果说上述植物均以花容月貌耀
眼，相比之下，落羽杉则是以其羽状
彩叶制造了冬日的浪漫和惊艳。

落羽杉属外来物种。1928年，

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自北美将落羽
杉引入华南，现存于华南植物园的
落羽杉蜡叶标本，为我国馆藏最早
的落羽杉植物标本。但落羽杉在南
粤的落地生根，并非一路坦途，背井
离乡的落羽杉初到广东便遭遇“水
土不服”，有的断干，有的空心，生长
期普遍不理想。但陈焕镛等一批批
科学家不断努力，引种试验，“把论
文写在大地上”，掌握了落羽杉的生
态习性和繁殖技术，让落羽杉最终
在南粤蔚然成林。

落羽杉每年一月变色，二月落
叶。新年的一个下午，我来到洪湖公
园，自左侧大门进入，打探到落羽杉
集中生长的位置，便沿着亲水道一路
快跑。冷风不时袭来，路上游人往来
不断，显然无视季节的转冷。这是一
个以湖水为中心的公园，繁茂的树木
环绕四周，白鹭不时在湖面翩飞。

几乎走到公园的尽头，才发现
落羽杉的身影。先是散落着的几

株，接着便看见一大片，宛若落羽杉
组成的方阵。落羽杉树干高大挺
直，顶着一头红发，有的焦黄，有的
黯淡。在这里方知落羽杉是逐水而
居的子民，有的仿佛正以水面为镜，
顾盼着自己颀长的身姿和秀发，有
的好似想迈开脚步，涉水游过对岸，
去找同类的伙伴串门。

伫立树下，一阵风吹来，立时空
中纷纷扬起一片片状若羽毛般的叶
片，我方才想起落羽杉名字的由来，
原来飘落也是这种乔木常年不变的
特性。留意地上，红彤彤一片，铺满
落羽杉的叶片，使得这种高大的乔
木有了轻盈感。

正想着，又有一阵风吹过，落羽杉
纷纷坠落，一小串枝叶还落在了我的
肩头，仿佛这是它的邀约。落日余晖
映照下，落羽杉好像熟透一般，原本只
是红褐色，此刻呈现出焦糖色……

乍暖还寒之际，落羽杉迎来了
这一季的高光时刻。

冬日落羽杉
陈焕镛等一批批科学家不断努力，

引种试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张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