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假里，孩子们不妨把上海闲

话学学好，学着把汉字写得漂亮点。”
一群刚刚完成期末考试的小学生，前

天下午汇聚华东师大，参加“中文自
修杯”第六届上海市小学生“美丽汉

字小达人”终极大比拼活动暨第六届
“美丽汉字”征文活动启动仪式。专家

们感慨，现在相当一部分孩子拼命想

练就“奥数脑袋”，英语也很溜，但轮
到说几句家乡方言却有口难开，写出

来的汉字也如“蟹爬”。

书法培训效果不佳
“美丽汉字小达人”比赛旨在促

进小学生对汉字书写的重视，提升

青少年读写汉字的水平。主办单位
在前期调查中发现，约九成家长给

孩子报过书法兴趣班，其中有 46.9%

的家长还为孩子报了硬笔书法与软

笔书法两个培训班。原指望校外机

构去培训孩子写出一手好字，但结

果却令人失望。

小学生们在书写问题上普遍面
临着“三难”。第一，“速度”和“字迹”

难两全。不少家长反映，孩子每天写
作业奇快，往往一个半小时搞定，但

只追求效率，字写得如“蟹爬”。第
二，在家和在学校表现两个样。有的

同学在家里写字认认真真，但到了

课堂里写字就“一天世界”；有的同
学则反之。第三，写字时需要家长一

直在旁监督。家长一旦不盯着，写字
姿势就走样，有的孩子脸都快贴着

本子了，真让人忧心。

学说方言融入城市
今年的“美丽汉字”征文活动，要

求学生围绕“上海文化”品牌———红色

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选取一个
角度，写写作为文化传承人，自己能

做些什么，尤其期待小学生们能记录
下自己与上海的故事，从而爱说上海

闲话并传承好上海闲话。

根据《中文自修》调查中心在开

赛前的调查，只有近两成的学生会经
常使用上海话和父母交流，59.2%的

学生在家里才说上海话；除了父母和
祖辈，学生根本就没有说上海话的对

象。另外，随着外地来沪人士越来越
多，在新上海人群体中，上海话的使

用频率极少，他们的交际用语和生活

用语都不是上海话，和孩子没有说上
海话的天然“语言环境”。

不过，活动主办方意在小学生中
推广沪语，也引来一些议论。为什么要

让新上海人孩子学说上海话？华东师
大中文系教授王意如认为，要真正融

入城市，学点当地方言，便于工作生
活，也是学习地方文化。还有人提出，

在小学生中推广沪语，会不会影响到
语文阅读与写作？王意如表示，在鲁

迅作品以及其他作家的经典美文里，
都有方言的使用，不仅精准、恰当，还

很好地反映了地域特色。即便是在考

试作文里，运用了方言，只要表达合
理，都应该被允许。首席记者 王蔚

笔走龙蛇像“蟹爬” 上海闲话讲不来

沪小学生语文技能需加强
教育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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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蚊子从寒冷室外向室内

温度较高的空间聚集，在温度适宜
的水体环境下会继续孳生，这就是

“越冬蚊”。“冬季是消杀蚊子的好时
机，此时灭蚊能降低早春蚊蝇基数，

减少来年蚊虫种群数量。”日前，杨
浦区殷行街道爱卫办走访小区、学

校等场所，开展工作灭杀越冬蚊虫

行动。

越冬蚊是“战斗机”

街道爱卫办介绍，市民对灭蚊
认识误区较多，最常见的是认为冬

天蚊子冻死了，所以不需灭蚊。其
实，此时的蚊子都是“蚊子中的战斗

机”，消灭一只越冬蚊等于消灭千只
“蚊二代”。还有很多居民尤其老年

居民，不知道蚊虫孳生就源于他们

养花种草、腌菜泡菜的坛坛罐罐。

在白城路上的一家幼儿园内，几
个供孩子们玩耍的大轮胎已被扎了好

几个洞。爱卫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
为轮胎极易积水且不易干，正是蚊虫

的“温床”，打洞可让积水流走。
据杨浦区爱卫会办公室介绍，

一个月来，殷行街道 50个居委共发

动爱国卫生志愿者 2000余人次，灭
杀室内越冬蚊，共清除孳生地 200

余处，清除垃圾杂物近 2.7吨，清理

卫生死角 90余处。此外，专业人员
对蚊虫越冬场所投药近 4.3 千克，

药物喷洒面积 75000余平方米。

温暖积水成“天堂”

据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
媒生物防制科主任医师冷培恩介

绍，越冬蚊虫数量直接决定来年蚊
虫数量，因今冬前期温度较高，所以

越冬蚊虫基数也较高，接下来春夏
蚊虫必然会也增多。近年来，上海大

量修建地下空间包括商场和车库

等，这些场所常年温度在 15摄氏度
以上，为蚊虫的生长发育提供了条

件，特别是地下空间的集水井，积水
稳定，是蚊虫生长的“天堂”。

蚊虫的越冬方式因种类而异。
上海地区主要的蚊种中，淡色库蚊

常以成蚊越冬，它们通常选择潮湿、
温暖、光线较暗且避风的地方，如户

外的地下车库、空置的房间、扶梯下、
公共厕所，以及室内厨房、卫生间、床

底下或家具的缝隙里。传播登革热的
白纹伊蚊近年也有增多趋势，它们多

选择在各种容器内和废旧轮胎中以
卵越冬，静静等待冬去春来，一遇积

水，蚊卵就会孵化成幼虫。

2年前，松江区开展过一次越

冬蚊虫调查，在 1-3 月份，从居民
小区盆、罐、瓶、桶、水池等场所随机

采集了 149份积水样品，其中 60份
在实验室孵化出白纹伊蚊幼虫，阳

性率大于 40%。其中，1月样品孵出
时间平均为 9 天，3 月样品则平均

只需 2天。

清缸倒罐请牢记
据悉，市爱卫会办公室从 2019

年 12月中旬到今年 1月底，在全市

范围内组织开展以清洁环境、消灭

越冬蚊虫为重点的冬季爱国卫生运
动，共整治居民楼 5.4万幢，清除卫

生死角 4万余处。在越冬蚊虫控制
专项中，突击控制重点场所 8844

个，清理孳生环境近 4.7万处，集中
消杀面积 902.2万平方米。

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之际，市爱
卫会呼吁，市民大扫除时千万别忘

记“清缸倒罐”：清除各种易积水容
器，包括废旧轮胎，暂存的积水容器

（闲置的盆、罐、桶、盆景、瓶、碗、缸、
旧轮胎等）倒扣放或加盖。如发现越

冬蚊虫情况严重，市民可拨打市卫

生热线 12320咨询。

本报记者 左妍

专家：灭一只越冬蚊等于灭千只“蚊二代”

冬天灭蚊正当令
    因为跟随上

海上港队冬训备
战的关系，最近几

天一直在澳大利亚的悉尼。

下了飞机，看到朋友半开玩

笑半认真的留言：“口罩带
了吗？ ”

因为去的时间长，东西
自认为准备得不少，但口罩

还真没带。 到了悉尼之后，

才明白朋友这样建议的原
因。眼下正值澳大利亚的夏

天，理应是阳光明媚、蓝天
白云，现在却总是感觉雾蒙

蒙的， 连续撞上了 “雾霾
天”。 虽不至于说一定要戴

口罩，但与想象中的那个澳
大利亚，还是有很大差距。

源头在于一场山火。从
去年 9月开始，澳大利亚境

内的山火已经持续燃烧了 4

个多月。 原以为，山火离城

市很远，但当地的华人朋友
告诉我，这场火已经烧到悉

尼近郊了。

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可

能不太理解： 山火有这么
难扑灭？几个月都灭不了？

朋友解释说， 着火的一般都是

原始森林， 面积巨大， 通行不
便，人迹罕至，救火的难度确实

很大。 据说，这边还有一种“火
鹰”，能衔着火种飞，通过“纵火”

来捕捉猎物。

当然，山火越

烧越大还有一个
相当重要的原因，

就是政府应对不力。 这边

火烧着呢， 那边澳大利亚
总理还带着全家跑到夏威

夷去欢度圣诞假期， 因此
也遭到民众的猛烈批评。上

周五晚， 悉尼市区就爆发了
一次几万人的大游行，抗议

政府灭火失职，一度造成交

通瘫痪。

澳大利亚华人华侨数量

很多。确实要承认，这里的空
气质量、 食品安全、 教育医

疗、民众福利等方面，在全世
界都是领先的， 是一个非常

宜居的国家。 但通过这一场
“灭不掉”的山火，相信很多

华人会改变一些看法， 他们
肯定能深刻地感受到， 并非

“外国的月亮就比中国圆”，

如果发生在中国， 类似的事

绝对不会出现。

与悉尼的那位华人朋友

聊天时，他就谈到了这一点。

“前几天我看到一条新闻，特

斯拉在上海的超级工厂，一

年时间就完成了建厂启动交付，

这速度简直难以想象， 真的挺震
撼。如果这边有这样的效率，灭火

也不至于如此。 ”

一场山火看世界， 其实我们

能看出不一样的感受。

上海首个科普车站揭牌

新民随笔

    自今天起，每天路过轨交 2号线上海科技馆站的 50万乘客都将

能了解“最强光”“中国芯”“创新药”“蓝天梦”“智能造”“未来车”“数

据港”等和浦东产业相关的科普知识。今天上午，由上海科技馆、上海
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打

造的“上海科技馆站———科普车站”正式揭牌。第一期科普车站以“我
的中国芯”为主题，包括 1个 20平方米的科普橱窗以及各种人工智

能芯片应用展示，涵盖创意设计“科学之美”“技术之力”“科创之光”

三个主题板块。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新年伊
始，上海垃圾分类执法检查“再出
发”。今天上午，上海城管部门开展了

今年首次针对地下公共空间的垃圾
分类执法检查，一家宜芝多因未按规

定设置分类垃圾桶被责令整改。
上午，在轨交 10号线江湾体育

场站，城管执法队员来到站外的宜

芝多。柜台后方的门板上，贴着“干
垃圾”和“可回收物”两张标识，但打

开门板，柜子里只有一个垃圾桶。对

此，店员解释说，店内狭小，可回收

物都打包统一丢弃到附近有可回收
物容器的场所。“按规定，这家宜芝

多应该设置干垃圾和可回收物两分
类垃圾桶，由于没有餐饮，可以不设

置湿垃圾桶。”杨浦区城管行政执法
局机动执法中队队员孔令欢表示，

将按“未按规定设置分类容器”对该

店开具责令整改通知书。
随后，执法人员又来到宜芝多

对面的全家检查。由于全家设置了

可加热吃简餐的座椅，因此需多设

一个湿垃圾桶。检查发现，虽然分类
垃圾桶设置完备，但有毒有害垃圾

桶上贴了可回收物的标识。执法人
员对此提出了整改意见，店员表示

将尽快整改。

据悉，今天的垃圾分类专项执法
行动，将对杨浦区范围内轨交 8号线、

10号线、12号线的全部 24座地铁站
点内的公共区域，开展执法检查。

记者获悉，自《上海市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实施以来，杨浦区城管执

法局聚焦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
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四个环

节，先后开展“新时尚”“厉风”等专项
执法行动，针对区域内高校、医院开

展全覆盖、地毯式的垃圾分类专项检
查，提高了对投放不到位、收运不规

范、市民乱扔垃圾、车辆混装混运、遗

撒滴漏等问题的执法管控力度。
去年 7月-12月，杨浦区共出

动城管执法人员 13865人次，开展

执法检查 5402余次，集中检查各类

单位 7706家次。其中，教育劝阻
1929起，开具责令整改 922起，立

案查处 299起（个人 153起，单位
146起），处罚金额 223090元。在全

市层面，半年来，本市共依法查处生
活垃圾分类案件 5546起，并向征信

平台推送生活垃圾分类违法信用信

息 232条。今年，城管部门将加大对
医院和高校等垃圾分类薄弱场所的

执法力度。

上海城管今年首次对轨交公共空间开展垃圾分类执法检查

江湾体育场站宜芝多被开整改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