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明输变电工程
将跨江而建

    未来将为崇明地区
轨交高铁等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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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 一则探访狗不理包子王

府井总店的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

有视频博主前往店里试吃，在

公开发布的视频中表示 “特别腻”

“没有真材实料”“100 块钱两屉有

点贵”。 事情随后发生戏剧性变化，

狗不理包子王府井店发布声明针锋

相对， 称视频：“一切恶语中伤的言

论均为不实信息”“已经向北京市公
安局网安支队报警”“要求在国内主

流媒体公开道歉”。去餐馆吃饭点个
评、吐个槽，却遭店家“报警处理”？

真是奇怪，一条点评而已，至于
这么置气吗，这是不是“店大欺客”？

日常生活中， 不管是上网购物
还是外出就餐， 看点评已经成了很

多人提前必备的功课。 种草或者避
雷， 很多时候往往会被一条点评左

右。要让点评好看，像狗不理包子这
样对差评正面刚、怼回去其实是有点

不太聪明的。“给差评就报警”的强势
逻辑，触犯了消费者的权利边界。狗

不理也要讲道理，面对顾客的建议，

哪怕尖锐刺耳，只要不是恶意的，都

不妨虚心接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事实上，在餐饮业，金杯银杯都

不如顾客口碑———一个东西好不
好，食客的舌头会知道，脚步会投票。

老字号固然有自己的骄傲和矜
持， 但底气的背后应该始终是高品

质的支撑， 没有接受消费者善意批
评的雅量， 那一些传统的好东西就

只能伴随时光的流逝， 消失在故纸

堆中。 老字号有情怀，沉淀着情感，

积攒着口碑，但不能摆老资格。随时

代变迁， 根据顾客反馈及时调整经
营才是明智之举。

事实上，追根溯源，百年前狗不
理的走红恰恰也是因为创新： 根据

史料记载，其创始人“狗子”高贵友
是天津最早放骨头汤做馅， 第一个

用米发面做包子的，因此，彼时的狗
不理包子以大小整齐、色白面柔、咬

开流油、肥而不腻而知名。对于狗不
理包子而言，放下身段，着力在产品

质量上作出改变才是王道。 公布食
材、改良口感、研发新口味……甚至

可以请这位视频博主前来试吃，征
询意见。 如此这般， 将危机化为商

机，老字号才能展现新面貌。

别摆“老资格”
厉苒苒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以“决

胜全面小康，践行科技为民”为主
题的 2020上海市“全国科普日”活

动，将在 9 月 19 日-25 日集中开
展。记者昨日从市科协获悉，今年

“全国科普日”将首次推出“科普全
日大放送（大联播）”活动———9 月

19日当天，从上午 9时 30分到晚
上 9 时 30 分，12 小时不间断推送

科普内容。

今年上海市“全国科普日”活动
由市科协、市委宣传部、市教委、市

科委、市生态环保局、市农业农村
委、市卫健委共同主办。截至 9月

13日，“全国科普日”活动平台共计
有 13251项活动，上海共申报 1383

项活动，占全国总数的 10.6%。为了

充分体现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特

质，主办方精心策划了科学与艺术
相结合的品牌活动，今年的上海市

“全国科普日”活动中，科学与艺术
有了更多见面机会。

9月 19日，2020年上海市“全
国科普日”活动启动仪式暨科技会

客厅———“心中的江南”科学与艺术

对话专场活动，将在上海科学会堂
举行。届时，苏纪兰、沈文庆、陈晓

亚、王建宇等院士专家与曹鹏、陈
钢、童自荣、夏小曹等艺术家同台演

绎。“画船听雨眠”篇章，从太空看城
市变迁；“江南可采莲”篇章，赏析古

诗词中的植物；“春水碧如天”篇章，
探讨城市与水的和谐共生；“能不忆

江南”篇章，彰显科学、艺术、人文和

环保融合之美。

启动仪式上，上海主场将连线
1800公里外的海南分界洲岛，通过

海底揭幕的形式拉开今年上海市
“全国科普日”活动的重头戏———由

市委宣传部、市科技党委、市科委、
市生态环境局和市科协联合主办的

“最美映像 2020·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第三届上海科技电影周”活
动。本次电影周将于 9月 19日-27

日在上海科技影城举行。十余部科
技电影通过科普公益场、科技工作

者专场和主题展映活动的形式与观
众见面，其中科普公益场全部为 3

元票价的公益场次。
电影周设有科学家精神专题展

映板块，通过《钱学森》《袁隆平》《我

是医生》（吴孟超）三部传记电影，展

现三位院士的爱国情怀和“国士”风
采。电影周期间，还将举行“光影科

学梦”科学家精神展、“万物共生·生
命皆美”影迷科普分享会、“全国青

少年科学影像节”专场等线下活动，
让参与者可以从更多视角感受科学

精神和光影魅力。

2020年上海市“全国科普日”
期间，市科协将联合多家媒体，首次

推出“科普全日大放送（大联播）”。
“科普全日大放送（大联播）”不仅将

直播 2020 全国科普日启动仪式、
“科学与艺术”对话专场活动和“大

手拉小手生态环保时装秀”，更有
“科学家精神”“科学诠释”“院士论

坛”“健康一点点”等十余个板块的

精彩在线科普节目，通过移动终端

等渠道推出活动直播，以及采用短
视频互动等形式的线上科普活动。

与此同时，上海市“全国科普日”活
动的部分活动将由周边长三角区域

城市共同举办，从而实现优质资源
共建共享和大科普生态圈的营造。

此外，针对广大市民、青少年学

生的 2020“美丽城市”环保创意作
品展示展演主题活动、第七届“谁是

王牌诠释者”决赛、“美丽城市”科普
行动环保时装秀、“TELL+科学舞台

演讲”、阿尔兹海默症宣传周活动、
上海青少年编程追梦营、“2020 年

华夏论坛———疫情常态化下的智慧
城市建设”等主题活动，都会在科普

日期间逐一登陆上海科学会堂。

“全国科普日”申城开启活动盛宴
本周六 12小时不间断推送科普内容

    本报讯（记者 罗水元）近期，
国网上海建设咨询公司已经着
手在崇明岛试桩。不久，一个

500千伏崇明输变电工程将横跨
长江崇明岛以北河道而建，为崇

明地区的轨道交通、高速铁路等
惠民重点工程提供电力。未来的

崇明国际生态岛，其供电可靠性

和供电能力将会实现质的飞跃，
达到接近上海城区电网的水平。

500 千伏崇明输变电工程，
横跨江苏海门、上海崇明两个区

域，自江苏海门的东洲变电站，跨
越长江后，途经崇明区新村乡、新

海镇、三星镇、庙镇，最终落点于
庙镇的 500千伏崇明变电站（将

新建）。
目前，崇明主电网是 220千

伏长链电网结构，供电可靠性明
显落后于上海各区。500千伏崇

明输变电工程是国网上海市电力
公司近年来电压等级最高的跨省

基建工程，也将是彻底改变崇明
电网薄弱现状的前提。

据了解，该工程由国家发改
委核准，列入国务院印发的《长江

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
要》，不但将为崇明地区轨道交

通、高速铁路等惠民重点工程
提供电力，为上海能源安全提供

又一道保障，也将实现江苏南通
与上海崇明之间的电网连接，进

一步打破跨省电力壁垒，成为提

升长三角电网互联互通水平、推
动长三角能源一体化发展的标志

性工程。
围绕着 500 千伏崇明变电

站，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已着手
规划崇明“十四五”建设 220 千

伏双环网的具体工作，并制定了
中期内建成 110 千伏变电站双

侧双链条、具备自愈功能的智能
电网目标。

届时，崇明电网的整体供电
可靠性和供电能力将实现质的

飞跃，接近上海城区电网水平，
并减少崇明本地甚至上海市的

发电碳排放。

    “现在还有人打算盘？”———

这样的疑问，源于上周教育部对
政协提案的一则答复：“是否有必

要进一步提高小学生的珠算学习
要求，从‘看到算盘’‘知道算盘’

到会简单的珠算口诀、拨珠运算，
我们将把这一问题提交给义务教

育数学课程标准修订组认真研

究。”消息传出后引来一些争议和
猜测，放着现代先进的计算工具不

用，教孩子打算盘，有用武之地吗？
记者翻阅本市小学二年级数

学教材，其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讲
到了算盘，但也只是包括“梁的上

方的算珠叫上珠，梁的下方的算
珠叫下珠”“1个下珠表示 1，5 个

下珠表示 5，1个上珠表示 5”等认
知内容，没有具体的拨珠运算要

求。教育部在回帖中表示，目前的
小学数学课程标准也只是规定学

生应“知道用算盘可以表示多位
数”，同时强调教材编写要渗透数

学文化，介绍《九章算术》、珠算

等，使学生“经历数与代数的抽

象、运算与建模的过程，掌握数与
代数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珠心算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十分红火，进

入 2000年后逐渐淡化了。”静安
区闸北第一中心小学校长蔡喆炯

说，现在全市在课堂上教珠心算

的学校寥寥无几，教材中有珠算
内容，但只是作为一种文化传承，

让同学们有所了解。事实上，自从
珠心算教学法问世，小学生就再

也不用在书包里放一把算盘了。
但在上世纪 50-70年代，小学生

带算盘去上学还是很普遍的。所
谓珠心算，即珠算式心算，是将算

盘的盘式、档次及算盘的运算法
则印记到脑子里，称为“虚盘”，也

就是俗称的“在心里打算盘”。
沪上一家知名培训机构负责

人也表示，停掉珠心算已好多年，
理由很简单，因为没有市场需求，

学校考试用不上。但是，这次教育
部公开答复拟提交课标修订组认

真研究，这样的解释似乎给人们
留出了想象空间———今后，小学

数学会增加拨珠运算的教学内容

吗？因为，提倡珠算教学进课堂的
人士认为，只停留在对算盘的介

绍层面，而不去亲手噼里啪啦打
算盘，学生并不一定能真正体会

到珠算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
古老的珠算真的退出实际应

用领域了吗？上海商业会计学校

财会教学部主任王莉萍介绍，他
们在中高职贯通和中本贯通的专

业课程里开设了珠算课，虽然现
代计算工具已被普遍使用，但珠

算也有自己的独特价值。熟练打
算盘的人，对数字的灵敏度更高，

这也是专业财会人员不可或缺的
一项基本素质。此外，财会实际工

作中的数据查错、报表项目计算，
打算盘不仅快而且直接是数字思

维，还不会摁错计算器的数字键，
准确度也会更高。“不知大家注意

到没有，打得一手好算盘的人，情
绪一般都是比较平静、沉稳的，这

也是财会人员需要培养和磨练的
一个职业操守。这或许正是珠算

文化的精髓所在。”她说。
首席记者 王蔚

教育部一则关于拨珠运算的答复引起争议和猜测

古老珠算会回归小学课堂吗？

    近日，在杨浦滨江科技创意

市集展示现场，“音控机械臂”现

场绘制传统糖画引人注目。该机

器能通过声波来定制不同图案的

糖画，取代了艺人的手工绘制。

杨建正 摄影报道

音控机械臂
现场绘糖画

新民随笔

教育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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