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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宋宁华）在川沙七灶

村，“家门口服务站”有卫生室、助餐点解决
老百姓看病难就餐难；在周浦镇姚渔港，新

开放的水岸步道上，许多人迎着寒风在微雨
中散步、遛狗⋯⋯近日，浦东新区相关领导

在现场考察了多个“家门口 15分钟服务圈”
项目后，召开加快推进“15 分钟服务圈”布

局工作现场会，提出浦东将在本市率先打造

“15 分钟服务圈”的升级版，根据不同区域
特色拓展新服务，形成“悦享生活 15分钟服

务圈”。
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要注重在科学

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为此，浦东新

区以社区为单位，以居（村）委为起点，按照
“城市化地区”“城镇化拓展区”“远郊地区”

的人口密度分类，结合交通路网现状，在 15

分钟慢行可达范围内，首先配置教育、卫生、

养老、文化及体育等社会事业 5个领域、21
项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记者从现场会上了解到，今年起，浦东
新区将在“1.0 版”的“15 分钟服务圈”基础

上，进一步拓展领域，把与群众生活密切相

关的商业（菜场）、公园绿地、交通设施（公
交站点、轨交出入口）共 3大类 5项设施也

纳入“15 分钟服务圈”，强化数据共享衔

接，确定相应的配置标准。同时，发挥基层
首创精神，结合自身特色，丰富“X”相关内

容，力争早日实现“1.0版”的“社会事业 15

分钟服务圈”升级为 2.0版的“悦享生活 15

分钟服务圈”。
和“普惠型”的“1.0版”不同，记者发现，

除了人们常见的服务设施外，“2.0版”的 15

分钟服务圈还将根据区域的不同特点设计
个性化的服务圈方案。比如，对于活力四射

的张江科学城，规划设计了服务圈的“特殊
版”，为科技从业人员量身定制包括图书馆、

共享会议室、健身房、共享实验室等设施，营

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助力张江科学城实
现“从园到城”的转变。

同时，对许多有共性的“老大难”问题，
如老旧小区停车难、公厕、幼托等，服务圈也

将充分运用大数据，盘活单位、社区、企业的
公共资源，力争在资源共享平台上“破题”。

下一步，浦东还将制定“15分钟服务圈”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标准，搭建用于检
测设施配置缺项的综合信息平台，加快推进

36个街镇的“一镇一策”及 2018-2020年三
年行动计划方案。

拓展领域增加设施让百姓在家门口“悦享生活”

浦东打造“15分钟服务圈”升级版

    时速 160 公里的动力集中动车组———

CR200J型“复兴号”列车在上海车辆段上海南运
用车间进行最后调试，近期将在长三角上线运营，

增援春运。这是“复兴号”家族的新成员，因涂装为
翠绿色，被昵称为“绿巨人”。CR200J型“复兴号”

列车分短编组和长编组两种型号，其中短编组为
9节车厢，定员 720人，长编组为 11节到 20节车

厢不等，最高定员 1102人。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影报道
荨 CR200J탍“뢴탋뫅”쇐뎵

茛 “싌뻞죋”룉뺻쏷쇁뗄닍뎵

    “我是元旦之后回到日喀则的，

我现在非常想念上海的孩子们。”日
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初中部学生服

务处主任索朗次旦老师回想起过去
一个月在上海的学习交流，心情依然

激动，“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了解
了318国道起点上海和终点日喀则之

间教育的差距，我也明白了今后努力

的目标。”
中国福利会于2018年8月启动了

进一步深入和拓展援藏工作的“格桑
花计划”。作为对口支援的首批项目，

2018年10月，宋庆龄学校与日喀则上
海实验学校签订“姊妹学校”合作协

议。12月4日，索朗次旦和格桑玉珍两
位老师来到上海，开始为期近一个月

的学习访问。
“在这里，我们听校长童晓红介

绍学校特色，听陈棠、胡蕾静等老师
讲课，还观摩了体育课等，切身感受

‘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的办学
理念，受益良多。”索朗次旦对陈棠老

师的古诗课印象很深，“陈老师充分
相信学生，放手让孩子自己识字，互

帮互学。在生生互动，师生互动中，孩

子们体验到了学习的快乐。老师的课
堂语言真是一门艺术。陈老师让我知

道，课堂聊天可以激发学生的情感。
我喜欢这样的形式，亲切而又自然，

没有师生之分，没有优差之界。”
在交流学习期间，索朗次旦和格

桑玉珍也给校园带来了浓郁的民族
气息，他们身着民族服装，在中学部

和小学部分别开讲———“走进西藏”，
生动活泼、载歌载舞地为孩子们呈现出一个文

化独特、风光壮丽、物产丰饶的雪域高原，让大
家对遥远的世界屋脊充满了期待与向往。

从雪域高原到黄浦江畔，从平均海拔4000

米到平均海拔4米，整整一个月的学习，让两位

老师了解了上海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和现代教
育观，索朗次旦说：“回日喀则之后，我要做一个

智慧型的老师，把课堂教学和德育管理一起抓

起来。” 首席记者 方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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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巨人”复兴号增援春运

    本报讯 （记者 金旻矣）你家孩子有多

久没和小伙伴一起到小区花园玩耍了？自然教
育如何提高公众参与度？前天，上海自然教育

论坛在辰山植物园拉开帷幕，百余名专业人士
汇聚一堂，共同探讨自然教育的现状和未来。

“走进公园，孩子要坐在地上，爷爷奶奶
却说‘不要坐，地上脏’；想靠近池塘，爸妈却

说‘不要去，危险’。如今的大城市里，孩子对

自然的好奇和探索，被扼杀在家长对自然的
恐慌中。”论坛上小路自然教育中心负责人

余海琼的一番话引起大家共鸣。她认为，从

自然中可以找到生存之道和与人沟通相处

的能力，也能培养洞察力和感知力，这些能
力对孩子的一生都有帮助。

嘉宾们认为，让孩子接触自然的第一步
是推开家门。对于 6-12岁的孩子来说，在餐

桌、小区、校园、农场、旅途等各种场域，都能

接受自然教育。“我们的小区少说有 100种植
物，可以带着孩子数一数。如今上海环境渐

好，鸟类越来越多，社区中就能认识不少。”嘉
宾陈伟表示，当孩子问家长这是什么花、这是

什么鸟的时候，其实他们并不仅仅想知道答

案，而是想与家长分享探索的喜悦。

在美国生活了 7年的环境教育博士朱
艳，如今在宝山区用儿童阅读的方式推行自

然教育，从生态文学作品的朗读、分享和讨
论中，令孩子了解自然的美。她认为，上海如

今的阅读氛围很浓厚，各区和街镇的读书馆
和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密集度不亚于欧美国

家，完全可以利用起来进行自然教育。

本次论坛由上海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
会和上海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上海辰

山植物园等十家机构联合主办。

“不要扼杀孩子对自然的好奇和探索”
2019上海自然教育论坛举行

今日论语 保健品日常监管也要硬起来
볍 폱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在

    좨붡낸폖폐탂뷸햹。 캢탅릫훚뫅“쳬뷲

죕놨”1퓂 7죕쿻쾢，볇헟듓“좨붡쫂볾”뗈솪
뫏뗷닩ퟩ믱쾤，좨붡ퟔ좻튽톧뿆벼랢햹폐쿞

릫쮾쪵볊뿘훆죋쫸쒳쒳뗈 18쏻랸ퟯ쿓틉죋
틑놻틀램탌쫂뻐쇴。

뷼솽훜살，“좨붡쫂볾”튻횱쫇짧믡맘힢
뗄죈뗣。헢볒웳튵뎤웚놥쫜훊틉，죔좻“틙솢

늻떹”，뮹믽뻛웰쇋듳솿닆뢻。1퓂 1죕，릫낲

믺맘뛔웤짦쿓ퟩ횯、쇬떼뒫쿺믮뚯ퟯ뫍탩볙
맣룦ퟯ솢낸헬닩；죧뷱，웤“쪵볊뿘훆죋”쫸

쒳쒳뗈죋놻탌쫂뻐쇴。 퓚헢퇹뗄첬쫆횮쿂，

“좨붡쫂볾”붫펭살튻룶퓵퇹뗄뷡뻖，죋쏇쫃
쒿틔듽。

쯦ퟅ좨붡낸뗄늻뛏짮죫，놣붡욷쫐뎡뗄
싒쿳튲놻벯훐웘맢。 튻킩닺욷뗄쿺쫛맽돌

훐，믲쫇냑“쇆킧”뒵뗃짱뫵웤짱，짵훁뫶폆
뗃뮼헟럅웺헽맦훎쇆；믲쫇폫쿻럑헟듳쳗뷼

뫵、탪몮컊얯，폖쫇“볒믡헯”，폖쫇“쏢럑

쳥볬”，폖쫇“쏢럑싃폎”，쳗슷훘훘，죃쿻럑
헟짮쿝웤훐；믲쫇틔믡틩펪쿺、쿺쫛략샻뗈

탎쪽，욭좡잮닆，룣웰“뒫쿺”릴떱……훖훖

싒쿳，뿓몦쿻럑헟，죅싒쫐뎡훈탲，틑돉릫
몦。 튻킩샏쓪죋냑뛠쓪믽탮폃폚릺싲놣붡

욷，좥쫀뫳쇴쿂튻컝ퟓ욿욿맞맞，ퟓ얮춽뮽
쓎뫎。

2018 쓪 12 퓂 20 죕， 릫낲늿춨놨돆，

2018쓪틔살，좫맺릫낲믺맘릲웆믱놣붡욷햩

욭낸볾 3000폠웰，믱랸ퟯ쿓틉죋 1900폠

죋，ힷ퓟췬쯰 1.4틚폠풪。 뛔폚쫐뎡싒쿳，뇘
탫돖탸폨틔퇏샷뛸뺫ힼ뗄듲믷，춬쪱튲튪훘

쫓풴춷훎샭、쳡짽볠맜킧쓜，죃놣붡욷쫐뎡

뗄죕뎣볠맜펲웰살， 럱퓲벯훐헻훎웚맽좥，

룷훖싒쿳쓑쏢쯀믒뢴좼、훘탂첧춷。

뛔폚붡뾵，죋쏇ퟜ쫇폐ퟅ쏀뫃쿲췹，폈
웤떽쇋샏쓪뷗뛎， 룼쫇뛔짭쳥붡뾵폐쇋웈

쟐탨쟳。 튻킩죋뻍쫇샻폃쇋헢퇹뗄쿲췹뫍
탨쟳，뿤듳웤듊，쓋훁뿓쏉맕욭，붫웕춨닺

욷냼ힰ돉“짱튩”“짱웷”，틔믱좡놩샻。뫎웤

뿉퓷！ 뛔듋， 튻랽쏦튪쳡짽웕뇩뗄뿆톧쯘
퇸，볓잿뺯쪾뷌폽；쇭튻랽쏦，램싉뗄커웷、

램훎뗄쫖뛎룼탫볓잿， 쿻돽쿠맘램싉램맦
뗄쒣뫽뗘듸，짽벶볠맜샭쓮、믺훆뫍랽램，

닅쓜쪹쫐뎡싒쿳늻훂“튰믰징늻뺡，뒺럧뒵
폖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