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友热议

! ! ! !在采访中!记者听到最多的

就是"我们一开始不知道#$了解

情况的部门没有参与到前期的

决策中!参与前期决策的部门不

了解这一特殊情况!导致发生了

今天这样的尴尬$ 那么!如果这

样!谁都是无辜的!最后被牺牲

的只有是狗獾了%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工程暂

停了! 各方已经发现了这个问

题并且在积极补救!"开工之

前! 一定会把狗獾问题解决

好& #!'方案还在研究!已经做

了好几稿了$ (这些话让我感到

了一丝的欣慰! 这 !"只可爱的

狗獾有救了&

我相信最终有关部门一定

会拿出一份妥当的方案! 能够

实现保护和发展的双赢$ 我也

更希望!以后这类重大项目!各

部门之前的协调沟通机制能否

更加完善! 事前谨慎比事后补

救强!希望不再有下一次)我们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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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下载新民客户端

! ! ! !本报讯（记者 孙云）在日前举
行的“新时代上海社区工作法”研讨
会上，当杨浦区四平路街道党工委
书记程国光在台上晒出四平路
!"#$弄的新旧对比图时，台下来自
全市基层社区的听众都被惊艳到
了———没有人会想到，一条之前曾
因在 #%"米内聚集 #&家无证无照
小商铺遭居民反复投诉的脏乱差小
路，会成为阿斯顿·马丁海外设计实
验室的全球首选地。的确，楼上“万
国旗飘飘”与楼下门脸上简单低调
的英文单词“'()*+ ,'-).+”形

成鲜明对比，难怪周围居民最初都
怀疑这是一家冒牌店。然而，通过程
国光的介绍，人们都理解了“三微治
理”让老工人新村焕发新活力的秘
诀，也了解了杨浦成功创建全国社
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深化“睦
邻家园”治理体系的宝贵经验。
在研讨会上，来自杨浦、虹口、崇

明等区的基层社区工作者都交流了
各自的楼栋微整治、空间微改造、景
观微更新（简称“三微治理”）案例，在
他们的分享中，可以看到许多来自基
层、源自居民自治共治的金点子。

以阿斯顿·马丁首个海外设计
实验室为代表的“+/01#"23未来生
活原型街”就是其中十分抓人眼球
的一个成功案例。这里，是房龄长达
六七十年的老工人新村，整体面貌
比较老旧灰暗，违法搭建、楼道堆
物、停车难等问题长期存在，这样的
社区面貌也影响了社区邻里关系，
投诉、争执时有发生。四平路街道从
激活社区最小的细胞———楼组，探
索“自己家园、自己做主、自己出钱、
自己出力”的自治新模式，打造“睦
邻楼组”做起，再到居委会腾出地方

打造居民议事厅、改造口袋花园等，
打造优美“睦邻小区”；然后加强居
民小区外的城市精细化、精准化管
理，打造别致“睦邻街区”；由街道牵
头，再加上居民自治共治，最终实现
打造祥和“睦邻社区”的最高目标。
目前，“睦邻社区”已初步显现，居民
自治共治的力量和成果也在许多方
面展现出来，这个“+/01#"23 未来
生活原型街”的总设计师就是四平
路 !"#$弄的外籍居民西比克。

在杨浦区的其他一些社区，也
有许多党建引领业委会、物业和居

委会“三驾马车”协同居民自治开展
“三微治理”的成功案例。在这里，廉
价鞋城变身社区睦邻中心，没有物
业的自管小区显著提升了居住品
质，老旧公房加装了电梯，迷你小
区、老旧小区拆除围墙实现物业管
理等资源共享……社区的升级换代
正一步步实现，以睦邻中心等公共
空间为代表的自治搭建协商平台，
正推动形成多元主体助力居民自治
的社区治理格局，新时代的上海社
区工作法将进一步提升居民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阿斯顿·马丁设计实验室开进老社区
新时代上海社区工作法创造睦邻家园

奉贤世界外国语学校建设因三个狗獾窝而暂停

12只野生狗獾，“动迁户”还是“钉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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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奉贤区南亭公路2398号，透过铁门可以看到一
大片荒地。一块写有“禁止猎捕野生动物”标语的警示牌竖
立在大门入口前，荒地更远处的杂树和草丛在郊区随处可
见，如果没有这个铁门和告示，没有人会相信里面居然生
活着至少12只“神秘”的野生动物，而这些“神秘”的动物，
肯定更不会相信，铁门外正有无数人在为它们的前途命运
纠结。而这样的纠结，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观念的进步，但狗
獾并不纠结：我们世居此地，爱留就留，想走才有……

近日，有媒体报道奉贤世界外国语学校的建设因为
三个狗獾窝的存在而暂停。这块建设工地原为奉贤庄行
镇竹林培训中心，看似平常的院子里生活着至少12只野
生狗獾，专家评估，这可能是上海郊区最后或是最大的一
个野生种群。这些狗獾的命运引发了社会关注，为了它们
更好的生活，各方面都很操心。

! ! ! ! !!月 #4日，本报记者来到了南
亭公路 #2&$号，门牌号下挂着“上海
竹林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的牌子，两
位值守保安拒绝记者进入。一块用红
字写着“禁止猎捕野生动物”标语的
旧蓝色警示牌竖立在大门入口前，牌
子上写有刑法 25!条对于猎捕野生
动物的处罚条款，落款为上海市绿化
局、上海市公安局和奉贤区农委。

在其隔壁南亭公路 #2&%号的保
安说：“#2&$号里面有野生动物专家
装的摄像头，现在谁也不敢动这块
地。”这位保安和周围的农户都表示
没有亲眼见过狗獾，只是听说而已。

据媒体报道，野生狗獾没有划定
保护区，区教育局和区重大工程项目
建设推进领导小组可能事先不知道
它们的存在。建设方在拆除旧有楼房

之后迁移树林，要去奉贤区绿化市容
局办理手续，而绿化局作为动物主管
部门知道这里有野生狗獾存在，工程
才被制止，然后开始讨论狗獾的保护
问题。

奉贤区绿化市容局相关人士告
诉本报记者：“保护与发展要平衡，一
开始我们不清楚要在这块地上建学
校，现在工程暂停了，要做好狗獾保
护以后，才能再开工，相关的保护方
案目前还在制定，我们想做到双赢。”

#"!$年 !!月，奉贤区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批复了奉贤世外新建工程
项目的建议书。奉贤区发改委相关人
士向本报记者坦言：“批复建议书前，
发改委最初也是不知道有狗獾的，如
果知道的话，肯定会慎重。作为项目
的审批部门，我们是按流程走。”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发改委
工作人员解释，项目建议书只是第一
步，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叫建议书是
解决一个必要性的问题，起一个路条
的作用，第二步将是可行性研究报
告，相当于正式立项，必要性到可行
性之间，是要去分析一些前置条件
的。目前对于这个项目来说，可行性
报告还没有批，这个报告是建设单位
教育局做，发改委还没有正式受理，
在提前介入，分析这个事情。在可行
性报告批之前，需要先把狗獾的事情
解决好。另外，根据去年实施的新环
评法规定，只要在施工许可证取得之
前环评通过就行了。

作为教育局的项目，奉贤区教育
局相关人士表示：“教育局会按照规
则走。”

! ! ! !生物多样性和完整生态链是一
个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指征，狗獾是
上海市级重点保护动物，作为处于食
物链顶端的兽类，在生态链中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一位长期关注野生动
物保护的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自己
最近也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情，虽然狗
獾在很多省份数量比较多（至少在野
外），但对于上海来说，在城市发展过
程中，一些野生动物没有地方呆，对
于鸟类还好，但是对于哺乳动物来说

是挺悲哀的，在狗獾身上特别明显，
因为它已经少到这么一个程度了，也
是上海本土最后剩下的几种陆生野
生哺乳动物之一，还是希望大家都够
认识了解保护它，目前保护和关注的
力度仍然是有限的。

针对狗獾可能要被异地迁移，他
解释，迁地保护存在几个风险：首先
是捕抓的风险，狗獾比较凶猛，直接
抓捕的话会对其造成伤害；其次是有
没有很好的栖息地可迁；然后迁过去

以后能不能很好生存等等，存在诸多
疑问，而且至少在狗獾这个物种上迁
移也没有先例。“从野生动物保护的
角度说，如果在一个地方发现原始栖
息地，肯定尽量不改变它的栖息地最
好。但这是有很多前提条件的，尤其
在上海这种地方很难做到。”

他指出，最好是不要异地迁移，
如果一定要迁的话，要慎之又慎，不
能急功近利，要让它们熟悉适应，慢
慢进行迁移，而不是强拆式的捕捉。

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处

! ! ! !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处是许
多网友的愿望。网友“6”说：“让
人想起 &"年代吉卜力的《百变
狸猫》，城市建设应该要坚持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吧。”网
友“燕潮”说：“狗獾猪獾并不珍
稀，在我国广泛分布，即使上海
没有了，也不影响物种的延续，
但要是能在上海这样寸土寸金
的大都市里为它们保留一方家
园，那就更好了。”

有网友对相关部门暂停工
程的做法表示了认可。网友“鉴
于往事”说：“不管最后是谁搬
走，上海这种研究人与自然矛盾
的讨论方式是值得全国其他城
市借鉴的。”网友“闷闷”说：“也

说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步，确
实在认真思考生态保护的问
题。”

还有网友献计献策，网友
“顽石”建议：“改建个野生动物
保护基地，保护了野生动物，又
增加了一个新设施，还可以对外
开放，不知行得通否？”网友“傻
蛋乡土观察”表示：“这片栖息地
的去留除了要看世外学校的用
地需求外，也要考虑周边地块未
来的规划建设需求等等，迁地保
护不应该仅仅是‘救急’的应付，
更要有长远的考虑。”
方案最终会如何制定？这 !#

只狗獾何去何从？本报将会持续
关注。

现场追踪 保护方案正在制定中!开工前会解决好

专家说法 迁移要慎之又慎!不能急功近利
记者手记 希望"我们不知道#是最后一次

本报记者 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