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关村村史馆实行全员实名制登记预

约参观（包括老人和儿童），全天分为 4 个

预约时段，暂不接受未预约观众入馆参观，

参观者可以提前 7 天进入“乐活中关村”微

信公众号进行预约。

■■参观贴士参观贴士R

大清早，市民张先生带着儿子驱车来到安徽省合肥市

庐阳区都市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这个地方，张先生来过

好几次，这次他们又是专程来买菜的。

一进大棚，芹菜、上海青、空心菜、韭菜等 60 多个品种

的蔬菜令人目不暇接，全都郁郁葱葱。但这些蔬菜不是长

在地里，而是整整齐齐地种在一个个盆子里。

为什么要把蔬菜种在盆里？

安徽芸林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勇一边从盆

里抓起一把“土”，一边介绍：“这些‘土’其实并不是土，而是

椰糠、东北草炭灰、珍珠岩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而成的，添

加了各种生物营养成分，含有丰富生物菌，我们叫做有机

质。因为是有机质培养，所以要种在盆里。”

不仅如此，这里的蔬菜种植还采用了物联网先进技术，

运用叶面温度传感器、土壤湿度传感器等，实时精准监测作

物生长环境和生理参数，通过先进的农业算法进行自动化

分析，自动调节种植环境、土壤水分等。

盆里种蔬菜，到底好不好？

翻开质量监测报告，效果一目了然。甲拌磷，未检出；

克百威，未检出；二甲戊灵，未检出……

“因为蔬菜本身不是土壤栽培，只要有机质处理得当，

不存在重金属超标问题。在培养过程中，也不需要使用农

药化肥，最终可以实现绿色无公害。”刘勇说。

当然，盆栽蔬菜的好处还不仅如此。

张先生说，之前他偶然购买了这里的蔬菜，带回家放在阳

台上种，没想到孩子一下子来了兴趣，每天起床就跑去阳台看

蔬菜，喜欢得不得了，也更喜欢吃蔬菜了，还要一起来买菜。

“我们销售的有机质可以连续使用 3 次，也就是一次购

买可以种出 3—4 斤蔬菜。有机质本身对环境不会造成污

染，可以自行处理。不过我们号召有机质回收再利用，所以

常来的熟客，这次买菜把上次的有机质带过来就行。”刘勇

笑着说。

刘勇介绍，在有机质的培养下，一般绿色蔬菜的生长周期

为 28—35天；成熟后，可以根据食用量自行采摘，剩余蔬菜会

继续生长，正常情况下，半个月依旧可以保持新鲜状态。同

时，栽种难度也大大降低。刘勇说：“我们会配送说明书，不过

有机质其实含有充足的营养物质，大部分蔬菜只需要浇点水，

长势就很好，当然，我们也提供远程技术指导。”

“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大鱼大肉也不稀奇，请几个朋

友到家里，蔬菜现摘现做，挺有意思。”张先生说。

今年以来，这里的蔬菜价格基本稳定，在 12—15 元/
盆，每盆蔬菜重 1—1.5 斤。“我们通过持续的技术攻关，在华

东地区解决了 45 摄氏度到零下 10 摄氏度极端天气条件下

的蔬菜生长难题，又因为定位在室内种植，产量一直比较稳

定。”刘勇说，目前他们每月销售量约 10 万斤。

刘勇介绍，今年 5 月开始，他们还引进试种了来自瑞士

的迷你西瓜。通过技术攻关，盆栽西瓜产量比普通西瓜要

高，无筋无渣，口感也好，深受市场欢迎。通过温控大棚和

物联网技术，西瓜供应可以从 4 月份一直持续到 12 月份。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扩大规模，方便消费者选购，同时

进一步增加种植种类，包括水果和菌菇类。当然，采摘、研

学游等也在我们的规划之内。”刘勇说。

盆栽蔬菜

好种好看好滋味
本报记者 徐 靖

■新生活新体验R

升级改造后的中关村村史馆日前开

馆。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件件当年的

爆款产品，娓娓诉说着动人的创新故事，将

人们带回那些激情澎湃的岁月。

兴 盛
成为熠熠生辉的创新符号

提起中关村，你会想起什么？电脑、软

件、人工智能、科研院所、高科技公司……

总之，与“村”完全不搭界。

时间回到 20 世纪初，中关村是名副其

实的“村”。季羡林先生曾在《中关村感旧》

一文中形容这里：“举目四望，不见人家。”

中关村这个地名的确立也实属偶然。

中关村有过多个“曾用名”，《成府村志》中

写成“钟关”。1953 年 3 月，《中华地理志》

编辑部迁到这里，工作人员大多只闻地名

而未见其字，在印制公用信封、信笺时将地

名写成了“中关村”。

中 关 村 的 兴 盛 始 于 1951 年 ，当 年 11
月 ，中 国 科 学 院 第 一 座 现 代 化 科 研 建 筑

——近代物理研究所大楼破土动工，迈出

了中关村科学城建设的第一步。1953 年，

大楼建成，此后这里走出了 7 位“两弹一

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几十位两院院士，有

着“共和国科学第一楼”的美誉。随后，中

科院各研究所陆续迁入，都以中关村为通

讯地址，地名得以固定。 1961 年，中关村

街道办事处成立，标志着中关村作为行政

区划名称的确立。

20 世纪 60 年代初，科学城已经初具规

模，在科技发展的洪流中，科学城一直挺立

潮头。截至 2019 年，中关村地区有中科院

下属科研机构 26 个。一座座现代化科研

大楼拔地而起，一项项共和国第一在这里

诞 生 ，一 个 个 重 大 科 技 成 果 在 这 里 面 世

……中关村渐渐成为一个熠熠生辉的创新

符号。

“从地名到行政区划再到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核心区，中关村内涵丰富，我们用

展览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把中关村的创

新精神展示出来。”中关村村史馆建设负责

人张奕说。

回 望
感受拼搏奋斗的科研热情

展厅内，两栋灰色老居民楼模型引人

注目。它们的原型是中关村街道科源社区

13、14、15 号楼，这是 20 世纪 50 年代中科

院专门为安置海外归国的顶级科学家建造

的，名为“特级专家楼”，简称“特楼”。

“特楼”里先后居住过 60 多位科学家，

其中，有 9 位 1948 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有

32 位中科院首批学部委员，有 6 位“两弹一

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为了加快新中国科

技建设的步伐，科学家们奋力拼搏，把家中

的书房当作了第二办公室，“特楼”的灯光

经常彻夜不熄。

展览用全息投影的方式展现了 3 位科

学家居家生活的场景。14 号楼 104 室，核

物理学家赵忠尧与学生热烈地讨论问题；

15 号楼 313 室，无机化学家柳大刚在书房

埋头整理资料。

斑驳的书桌、老式的藤椅、顶天立地的

旧书架……在原比例复制的钱三强的书房

中，戴上 VR 眼镜，参观者仿佛置身先生的

工作场景之中。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钱三

强的生活非常简朴，自 1955 年搬进 14 号楼

203 室，家中陈设常年不变。最吸引人的

莫过于墙上悬挂的“从牛到爱”4 个大字，

那是钱三强即将入读清华大学时，父亲钱

玄同的亲笔手书。“学物理，就要向牛顿和

爱因斯坦学习，做出成就来，这是其一；其

二，学习就要像牛那样苦干，渐入佳境后，

就会爱上这门学科。”父亲的谆谆教诲成了

钱 三 强 的 座 右 铭 ，激 励 他 不 断 攀 登 科 学

高峰。

中关村街道如今居住着 100 多位两院院

士，中关村村史馆中悬挂着多年来采集的近

100 位院士的手模和寄语。“学好科技建设祖

国，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目标始终如一”“打

破砂锅问到底”……朴素的话语，流露出老科

学家们对祖国科学事业的无限热情。

“科学家们具有深沉的爱国情怀，这是他

们成长和奋斗的不竭精神动力。”在中关村求

学 6年，看过展览后，海淀区西北旺镇组织部干

部徐恒对脚下的这片热土有了更深的理解。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中关

村村史馆联合中科院直属机关党委和部分地

区科研院所，举办了“初心致远——中关村特

楼的党员科学家”主题特展，展示汪德昭、陈

家镛、张文裕、郭慕孙、戴芳澜等 16 位“特楼”

科学家的入党志愿书或党员登记表等珍贵资

料，介绍他们的生平、成就等，在大屏幕上播

放其本人的采访、纪录片等视频资料，全方位

展现老一辈党员科学家们对初心的坚守、对

使命的担当。

激 励
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力量

一 块 落 地 玻 璃 幕 墙 ，一 条 长 长 的 时 间

轴。上方，记录着我国改革开放历程中一个

个标志性事件；下方，展现着中关村勇立潮

头、敢为人先，创造的一项项不凡成就。

展厅里还有许多充满年代感的老物件：

四通公司推出的 MS 系列中文电子打字机，

一举改变了中国人在机械打字机时代完全失

语的局面；还有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联想汉

卡、金山软件……每一个物件都凝聚着无数

人的智慧和汗水，也是创新者不断超越的生

动写照。

连中关村村史馆所在的二层小楼也是一

个有故事的地方。30 多年前，这里曾是红火

一时的双榆树街道联社，引进、开办了 30 多

家企业，相当于中关村最早的企业孵化器。

“希望每一个参观者在重温中关村发展

道路和辉煌历程后，能够受到启发，让‘敢为

人先，善于破壁，报国情怀，卓越攀登’的中关

村精神发扬光大。”中关村街道党工委书记许

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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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中关村村史馆外景。 李启晗摄

图②：中关村 DNA 双螺旋结构生命雕塑。 影像中国

图③：中关村村史馆中的四通公司中文电子打字机。

本报记者 施 芳摄

图④：中关村村史馆中的院士手模和寄语。 本报记者 施 芳摄

图⑤：钱三强书房模型。 李启晗摄

图⑥：蓬勃发展的中关村。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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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⑦：工作人员在大棚内整理蔬菜。

图⑧：温控大棚内景。

葛传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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