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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云）以90后、00后年

轻白领为主要对象的园区党建怎么开展？

昨天，一场火爆到在一再扩容后不得不“劝

退”后续报名者的红色城市定向赛给出了

堪称满分的答案。昨天上午，在徐汇漕开

发园区，身着四色服装的企业白领们分成

145支队伍，在园区内的“不忘初心”“改革

开放”“创新创业”“科技振兴”4条路线上，

按照21项点位清单解锁任务，完成“长征

路上技能挑战”“重温入党誓词”“完成商业

计划书”等全部6关挑战后，再回到起点商

汤科技办公楼下广场。

复星医药团委书记吴梦琪兴奋地说，组

织者虹梅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与漕河泾开发

区发展总公司起初规定每个公司只能报名

三支队伍，但是同事报名的积极性超出预

计，经过争取，复星医药和不少公司都报名

了四五支队伍，如果不是场地实在有限，其

实还有很多白领想组队报名。比赛结束后，

大家的反馈也很不错，吴梦琪感到，漕开发

园区的白领普遍很年轻，拿复星医药来说，

员工平均年龄在30岁，面向他们开展党建和

群团活动也要不断创新形式，吸引他们靠近

党组织和团组织，用党建团建提高生产力，

类似昨天这样的定向赛就是一个很好的创

意，所以才会有强烈的吸引力。

虹梅街道党工委负责人看到白领们的

参与热情也很欣慰。漕河泾开发园区历经

数十年发展，已成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如何为

园区和企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徐

汇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徐汇-漕开发”区区

合作，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园区新兴技术产

业发展优势。昨天成立的漕开发园区共建

共治联盟就是要通过组织联动、区域联动、

治理联动，集聚市场与政府资源叠加优势、

创新品牌策源优势、园区一体化发展优势，

构建基层组织统筹协调、多元主体共同参

与、园区伙伴融合发展、区域人群共治共享

的党建引领城市治理平台。

愿景很好，如何能叫好又叫座？昨天与

联盟成立同期举行的这场定向赛就是一次

成功尝试。主办方设计之初就着力提升其

“含金量”，既让园区内“巨无霸”企业和专精

特新的“小巨人”“未来小巨人”借活动之际有

交流、有碰撞，为未来合作搭建平台，又让红

色主题的呈现形式更活泼新颖、喜闻乐见。

因此，园区企业如核工院、贝岭、仪电、米哈

游等也热情参与其中，敞开企业大门让参

赛者们进来打卡、闯关，把定向赛当成一

个扩大朋友圈、连通产业上下游的好机

会。同时，在活动中，联盟还诞生首项跨

产业合作成果——园区内嘉会医疗和商汤

科技作为首批成员单位，签约达成战略合

作，将以AI赋能打造国际化智慧医院样板。

目前，联盟首批已有近50家成员单

位，下阶段将以此为基础，构建园区党建

“515”体系，即5个产业发展共同体+成立

徐汇漕开发园区“专精特新”企业党建联

盟+设立战略咨询专业委员会等5个服务

型的专业委员会，持续加大对不同层次、不

同领域、不同阶段科创企业的梯度服务，激

发新型产业集群发展新动能。

本报讯（记者 金志刚）
吃着热乎的鲜肉月饼、喝

一杯冰爽的咖啡、享受边

逛边买的乐趣……昨天，

“你好潮杨！”桂巷集市在

曹杨社区限时开启：既有

悦来芳这样的普陀本土百

年老字号参与，也有转角

咖啡、火船咖啡等精品小

店现场摆摊，还有诸如光

明冷饮、快乐柠檬、星巴克

等连锁商家热情加盟。附

近的居民纷纷被吸引，150

米的桂巷步行街成了曹杨

最热闹的地方。

“五五购物节”正如火

如荼进行中，其中标杆活

动之一的上海邻里生活节

把消费的热情延伸到了百

姓家门口。作为全国首批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试点街道，曹杨新村街道

在邻里生活节期间，与饿

了么携手创新，把潮流集

市、阳光菜场、特色街区

“搬”上平台，打造线上数

字街区，共同探索生活消

费场景。

2021年9月，普陀区成

功入选国家“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建设试点，曹杨新村街

道被纳入全国首批城市“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作

为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

已是“古稀之年”的曹杨新村

不断与时俱进，从旧住房成

套改造，到周边环境和配套

设施全新升级，再到数字化

转型，曹杨新村紧跟每个节

点，尽显“年轻态”。

“你好潮杨！”桂巷集市

不仅在线下，也在线上成了

“网红”。据介绍，饿了么将

集市的人气摊位“搬”到线

上。在购物节期间，限时开

辟数字集市——“你好潮杨 ·邻里生活节会场”。

同时，另外优选了曹杨街道内近50家精品餐饮

商户同步上线“邻里生活节会场”。周边居民日

常必不可少的生活场景——菜场也进行了数字

化升级。随着饿了么“阳光菜场”的桂巷菜场上

线，通过对“共享供应链+社区前置仓+即时履约

服务”能力的整合，为周边市民打造市民菜篮子

服务平台，让阿姨爷叔在家也能方便买菜。

据悉，伴随“你好潮杨 ·邻里生活节会场”上

线，饿了么推出相关“惊喜商家地图”。除了桂

巷集市所有商家外，还有曹杨地区人民耳熟能

详的身边小店，如山林熟食、小桃园、丰裕餐饮、

楠桦饭店、包得来等一批本土品牌与老字号都

在“惊喜”之列。饿了么为街区这些“惊喜商家”

量身制作了领取红包入口。市民到店消费后，

便可以扫码领取最高28元的“爆红包”，随后在

该平台核销使用。

菜场、市集……随着这些与人们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的小摊集体“上线”，为周边市民带去

了更便捷化的生活购物体验，而这正是“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建设力追的方向。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方浜中路的围
墙上出现了一群憨态可掬的猫咪，晋升为

市民争相打卡的网红街道——外滩猫街。

昨日，第三届外滩艺术季开启，通过大型公

共艺术作品、艺术展览、潮流集市等体验，

带领市民游客体验大豫园片区“一站式”艺

游之旅。据悉，活动持续至5月31日。

有手持摄像头正在直播的博主，有抱

着“毛孩子”的情侣，还有特意来打卡“外滩

猫街”的母女……昨天下午，方浜中路人头

攒动，不少人在萌猫形象的外墙前驻足欣

赏。本次“外滩艺术季”与“小红书”联合发

起线上征集话题“送我家猫咪上墙”，向市

民征集了一批可爱的猫咪形象，并邀请艺

术家、漫画家TANGO再创作，绘制在方浜

中路老城厢墙面上，打造超人气打卡点“外

滩猫街”，让上海老城厢焕发艺术活力。此

外，BFC广场的大型公共艺术作品《艺术

家，不可见》和豫园中心广场的《乐在其中》

也来自TANGO的创作，呈现软萌可爱的猫

咪和五彩缤纷的逗猫棒形象；AR技术的加

持则让这件艺术品更添互动乐趣，观赏者

可以通过看、触、拍照等方式参与其中。

昨日，本届艺术季发布外滩游艺地图，

为市民带来一站式打卡体验。自BFC北区

广场出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由中国青年

雕塑家冷术创作的《聚气成形，元气万物》

艺术作品，一个个萌趣可爱的小怪兽“森林

动物人”跃动在城市高楼大厦之间，充满想

象力；行至“京都之家”品牌店，艺术作品

《涓》引人注目，作品围绕着国宝大熊猫的

形象进行创作，带来充满先锋、浪漫色彩的

视觉享受。复星艺术中心公共艺术项目

“天台艺术季”同步启动，以最美外滩天际

线为背景，通过艺术家周轶伦创作的主题

雕塑《是什么让今天的生活如此不同》，探

索艺术与生活深度交融对话的更多可能。

昨天起至5月28日的每个周末，BFC

外滩枫径艺术市集同步亮相，除了吃与购，

艺术也是重要的主题，届时将有来自世界

各地的超50家时尚艺术品牌、艺术机构及

青年艺术家代表呈现的作品在这里进行展

示。在大豫园片区的另一个核心区——豫

园商城的九曲桥区域，新上线了艺术家刘

毅的作品《从来没有》《无聊的》《时候》等，

与湖心亭茶楼的闲情雅趣相得益彰，营造

出古老豫园闹中取静的闲适光景；在天裕

楼的橱窗中，青年艺术家余若婕采用非遗

水拓技艺，结合豫园建筑特色，运用影像、

装置、绘画等方式，创造了江南烟雨山水的

图景。

“救”在身边，应是一堂必修课 方翔今日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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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园区党建活动
为何白领争相报名
红色城市定向赛设计“含金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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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人们碰到突发疾病，第一时

间想到的就是拨打   ，但一些疾病的黄金抢

救时间就在开始发作的这几分钟。学会急救

技能，能最大限度地将患者的病情降到最低，

后期也能更好恢复。从今天即第  个世界红

十字日起的一周，是新修订的《上海市红十字

会条例》确立的本市首个“红十字博爱周”，不

少区都会举办应急救护的公益课程和培训。

异物卡喉咙，要用海姆立克急救法；突发

心脏骤停，可使用体外除颤器（   ）对患者进

行除颤和心肺复苏……出手救人，相较热心或

书本知识，有实战的经验才是关键。    年初

冬，本报率先报道了格致中学高一学生盛晓涵

路遇昏迷老人，利用学校里所学的急救技能对

老人展开“教科书式”急救，把老人从鬼门关边

拉了回来。据他介绍，这与其在小学、初中、高

中三个阶段的生命教育和急救培训密不可分。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急救技能的学

习、急救知识的培训，核心在于实际操作。近年

来，上海   数量不断提升。但有了   ，患

者就一定能救回来吗？虽然   操作门槛并

不高，且相关步骤说明写在设备上，但现实生活

中，真正知道如何使用   施救的人仍是少

数。因而在日常急救培训中，关键是让人们能

够学会使用这些急救设备。近日，虹口一所中

学的学生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急救指挥中

心现场体验了5G智慧急救。医院相关人士表

示，依托虹口“三区联动（即院区、校区、社区）”

机制，在此次“红十字博爱周”中，还会把急救培

训送进社区、企业和楼宇，向更多市民、白领传

播急救知识、普及急救技能。

从“学急救”到“会急救”，关键还要“敢急

救”。一些人担心，使用   等急救设备后人

仍然没救过来，会导致民事纠纷而承担法律

责任，或者面临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对此，

    年  月实施的，被称为“好人法”的《上海

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明确：紧急现场救护行

为受法律保护，对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不承

担法律责任。有关部门要引导市民学习心肺

复苏等自救互救知识，让更多人掌握急救技

能，推动急救像科普一样进入日常生活。

“救”在身边，应该是一堂必修课。真

正让急救成为一项社会技能，让更多人愿意

学、有地方学，并且学到位。

？

■ 豫园中心广

场的大猫艺术

作品引人注目

杨建正 摄

可看可触可拍照，老城厢焕发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