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涵盖国内批发零售、 国际货物贸

易、 物流仓储及国际服务以及平台交
易等领域

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第一人汤臣栋

坚守滩涂20载守望万鸟归去来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贸易型

总部是增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
的新动能，更是打造对内对外开放

新优势的生力军。昨天，本市第三批
贸易型总部颁证仪式在市人民政府

举行。许昆林副市长为本市第三批
15家贸易型总部企业授牌。

此次认定的第三批 15 家贸易

型总部，涵盖国内批发零售、国际货
物贸易、物流仓储及国际服务以及

平台交易等领域，累计交易额达到
4500亿元，千亿级以上的有 1家，百

亿以上的有 11家。贸易型总部中，
行业龙头企业不断涌现，充分体现

了贸易型总部政策集聚效应，平台

型与供应链服务企业占比超六成，
反映了企业总部转型升级发展步伐

加快，供应链整合能力进一步提升。
作为上海百强外贸重点（进口）

企业，上海胜握胜林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罗曼在发言中表示，公司坚持

“境外林地资源+市场销售网络+港

口物流+产业园区”的木材全产业链
经营模式，利用上海市贸易平台资

金流、信息流等优势，当年营业收入

突破百亿。
上海景域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

司（驴妈妈集团）具备“线上 OTA服

务+线下超千家门店服务”的 360度

旅游全服务能力，该公司负责人表
示，驴妈妈 APP客户端已累计下载量

超 7亿，合作伙伴超 5万家，覆盖景
区 1万多家，其中 5A景区超过 90%。

“十三五”以来，上海积极鼓励
具有国际国内资源配置能力的企业

在沪设立贸易型总部。2016年至今，

已经认定了三批共 137家贸易型总
部企业。这些企业涉及全市所有区，

主营业务收入和交易额占本市商品
销售总额的三分之一，充分体现了

贸易型总部在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
场资源配置中的主体作用。

上海再增15家贸易型总部企业

    本报讯（记者 罗水元）今天起

至 7月 8日，“助推绿色发展，建设
美丽长江”水质监测技能竞赛在上

海举行。该竞赛是围绕国家重大战
略开展的全国引领性劳动和技能竞

赛，是首次在长江流域内开展的高
层次、大规模的职业技能竞赛活动，

堪称“长江流域技能奥林匹克”。

该竞赛于 2018年启动，并评出

了 19 条“长江经济带最美河流（湖
泊）”，青浦区段的小涞港与浦东新

区的滴水湖均榜上有名。内容既涉
及水安全中的老问题，也涉及水安

全中的新问题，包括重大工程建设、
生态环境保护、创新示范引领、职工

技能提升四大类 9小项，为推动水

利工程建设按期高质量完成和全面

落实河（湖）长制、修复河（湖）水生
态环境提供了强劲助力，得到了社

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今天开始水质监测技能竞赛，

来自长江水利委员会、太湖流域管
理局、长江沿带 11个省（直辖市）水

利（水务）部门 13家单位参加竞赛。

长江流域水质监测技能哪家强？
水质监测技能竞赛今天在沪拉开帷幕

今日论语

暑期校外培训
不容“野豁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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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至今已认定三批共 137家

虽然今年 5 月已卸任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管
理处主任，但汤臣栋的朋友圈，十条有九条与东滩有关。
东滩过 20 岁“生日”，他发文庆贺；东滩参加“最美湿地
场馆”评比，他每天为它拉票；就连春节，他也用东滩美
景图向朋友拜年……“就像养了个孩子，舍不得离开
他。”他笑着说。

东滩，确实像他亲手哺育的孩子。从筹建鸟类保护
区的第一名员工，到建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汤臣栋花
了 20年在此护鸟、治草，青春岁月与这片滩涂紧密相
连。鸥鹭翩跹、鸦雀展翅、芦苇摇摆、栈道蜿蜒……岁月
静好的“东滩蓝”背后，是他和同事们的负重前行。

    暑假将至，日前，教育部办

公厅印发 《关于做好 2019年中
小学生暑假有关工作的通知》，

要求对暑期中小学生学科类培
训班全部审核备案。

教育部这一通知非常及
时， 强调一经发现有超标超前

培训内容的，立即整改，整改不

到位的，直接取消培训班次，拒
不整改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直至吊销培训机构办学许可。

暑期校外培训的确不能 “野

豁豁”。 超前培训、超纲学习
最令人痛恨之处，在于孩子们

到了课堂没兴趣， 卸掉学生的

学习动力， 扼杀他们探索知识
的欲望。

暑期是中小学生放松身心
的好时段， 但大部分家长忙于

工作， 可能对孩子疏于管教和
管理， 也担心孩子独居家中存

在安全隐患，甚至染上网瘾等，

所以希望有培训机构能担起教

育监护之责。 只是，暑期应该学
什么？中小学生平时学习文化课
程，暑期学点艺术课程，劳动技

巧，甚至在好的机构还可能接受

到通识教育，未尝不是好事。

但当下，校外培训机构鱼龙

混杂，有的培训机构课程混乱、

高额收费、学习加码，导致学生

身心健康堪忧，厌学颓废。 还有
的培训机构缺少办学资质，场

地环境、安全消防等都不过关，

食品卫生等隐患重重， 实难起

到监管教育之责。 因此，教育部

要求综合治理， 对无证无照经
营、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培训

机构实行“零容忍”，可谓“对症
施药”之举。

课外培训“刚需”程度远超
我们想象。 有报告显示，到 2020

年将有约 1.91亿中国学生上课

外辅导班。中国教育学会一名负
责人披露：中小学生补习班年均

费用 12000 元， 其中最高可达
30万元！ 面对如此“刚需”，我们

的学校教育应该做点什么？假期
即便需要一定的学习，在如今的

互联网时代，“微课”已是非常好

的互联方式。广大中小学教育者
如何打造自己暑期 “知识链接”

和“思想链接”体系，还需重点调
查研究。

第三批贸易型
总部企业

■ 累计交易额 4500亿元

■ 1家千亿级以上企业
■ 11家百亿以上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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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猎者成护鸟人
1999年，崇明东滩鸟类自然

保护区管理处筹建。7月，刚从华

东师大生物学系毕业的汤臣栋，成
了管理处第一名员工。没有办公

室，没有正式编制，第一个月工资
只有三四百元，但他满心欢喜，以

为马上可上岛做鸟类研究。

9月第一次上岛，他的心凉了
大半。由于长期无人监管，当时鸟

类捕杀问题很严重。当他看到成片
野鸭、天鹅被投毒，倒在滩涂上口

吐白沫时，恻隐之心萌动，“为鸟儿
保护好迁徙途中加油站”的责任感

油然而生。他开始查处偷猎。没有
监控，汤臣栋和同事们只能不断巡

视，轮班值守。他们自制“泡沫船”，
凌晨出门在滩涂上一守就是一天。

冬天趴在大堤上冻得瑟瑟发抖，还

时常面临陷入沼泽被潮水吞没的

险境。单位到滩涂有 20公里，有时
晚了只能睡在执法车上⋯⋯

要阻止偷捕，靠这样“猫捉老
鼠”可不行。转机，出现在东滩要对

鸟类环志科研，他灵光一闪———环
志第一步就要捕鸟，能否“收编”偷

猎者？在政策允许范围内，他通过

劳务用工的方式，聘用几名猎户从
事科研辅助工作。

有了他们的帮助，再加上高清
探头的安装，保护区内滥捕乱猎的

现象已基本遏制。

2个月抢回半年工程
繁殖力强盛的互花米草在崇

明越长越疯狂，发达的根系让底栖

生物毫无栖身之处，鸟类没有了食
物来源和栖息场所。

2006年起，一场长达 10年的

“人草大战”打响。汤臣栋带领团

队，总结出“围、割、淹、晒、种、调”
六字诀，筑围堰隔离后，先放水“淹

死”互花米草，再抽水晒干，种植芦
苇等本地植物，随后引入淡水，使

喜欢咸水的互花米草无法生长。
第一次试点，修复了 1500亩

区域，次年这里吸引了近 40种、

13000多只水鸟前来，包括鹭类、
雁鸭类甚至非常珍贵的琵鹭，还出

现了被称作“凌波仙子”的水雉。
2010年后，互花米草生态治理越

做越好，3年中记录到出没的水鸟
达 71种、5万余只次。

2013年 9月，经过 8年多努
力，投资 10.3亿元的“崇明东滩鸟

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互花米草生
态控制与鸟类栖息地优化项目”正

式开工。汤臣栋硬是把很多专家眼
中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治理区域

3.8万亩，围堤要做 26.9公里，还要

做 4座涵闸和 1座崇明最大的出水
闸。他到处请教专家恶补知识，以

“外行人”的身份带领工程队开工。
2014年春节，数十年未遇的

寒潮袭来，将一段已做到 5米多设
计标高的围堤冲垮，半年心血白

费。那时他正在老家过年，半夜接

到电话，立即赶回来。为了在 6月

30日的汛期前合龙，他带领施工
方及同事冲在第一线，硬是用 2个

月抢回了半年的工作量，连水利局
专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劳累过度，

他晕倒在了工地上，医生诊断为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住院一周

后，他又急匆匆回到了东滩。
堤坝建好了，生态修复也紧锣

密鼓地启动。2年间，他一有空就

去工地，鞋磨坏了 3双。“我的驱动
力就是想为上海做点有意义有价

值的事情。往好了说有家国情怀，
也有人说我很傻。”他说。修复项目

灭除了近 2万亩的互花米草，恢复
了 3000多亩的土著海三棱藨草及

海水稻；营建了 3万多亩的优质、
稳定、可持续管理的水鸟栖息地，

修复生境单元 20个。经过治理，目
前已构建鸻鹬类、雁鸭类、鹤类三

类水鸟的主栖息地。
眼见万鸟回归，市政府决定将

东滩作为永久的生态用地。听了这
句话，汤臣栋说“比吃了多少蜜都

高兴”，因为东滩的发展理念终于

得到了认可。“虽然总自嘲做的是

‘鸟事’，但其实生态是头等大事。”
他说。

三进三出筑梦东滩
20年间，汤臣栋也有过纠结

迷茫，他有三次机会可以离开，但

放不下东滩的他“三进三出”，家在
市区的他，一周回家一次，基本照

顾不了孩子和家人，这是他心中最
大的愧疚。

管理处的同事来自五湖四海，

27人中有博士、硕士，平均年龄 41

岁，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东滩梦”

———让鸟来得更多。“没有理想和
信念，是耐不住寂寞的。有了理想

和信念，寂寞就变得有趣了。”汤臣
栋认为，有了热情和担当，“东滩

梦”的实现就不那么遥远了。
提任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副

局长之后，汤臣栋的目光从东滩转
向了整个上海。比如协调生态廊道

建设，规划生活垃圾末端处置设施
的建设，以及建立上海自然保护体

系等。
然而对于东滩，他始终有着割

舍不下的牵挂，如何更科学地管
理，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打造崇明生

态岛的战略，如何将东滩建成高水
平国际科研交流基地，“想干的事

太多了！东滩不能养在深闺，应该
让更多人看一看她的美丽。”他感

慨道。 本报记者 金旻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