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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之外

新民随笔

    本报讯（记者 王蔚）“上海市民个人学
习账户（申学码）”小程序今天上午上线。这
是国内首个面向市民，以学习成果认定、积

累与转换为主要功能的学习成果认证管理
中心和转换服务?台。作为首家省级学分银

行，上海市学分银行在没有现成模式可借鉴
的情况下，不断研究探索实践，建立了学分

转换的制度和机制，创建了人才培养“立交

桥”，并初步实现了覆盖全市各类教育的沟
通衔接。

记者从今天在上海开放大学举行的上海
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十四五”发展论坛获悉，

自 2012年成立以来，上海市学分银行已为全
市 15%的常住人口建立个人学习档案逾 430

万个，积累各类学习成果超 8500万条，在各
类教育间累计学分转换人数超 10万人，服务

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成效

已初步显现。
“个人学习账户”，是以个人综合学习成

果与经历为纽带，联结个人教育学习成果、职
业经历和社会活动等，通过学分银行存入各

类型、各阶段、各层次学习提升成果的个人账
户。随着学习者对移动端学习需求的日益增

加，为了解决运营中存在的实名认证不便捷、

学习成果积累类型不丰富、用户活跃度低等
瓶颈，上海市学分银行研发出“申学码”支付

宝小程序，为未来全纳的“个人学习账户”奠
定基础。该小程序是个人学习账户的一个入

口，学习者可以通过“支付宝”公共入口界面
搜索进入“上海市学分银行”。小程序上有“上

传”“扫码”“亮证”三大功能。学习者通过“上
传”功能，不断丰富个人终身学习成果信息；

通过“扫码”功能，实现上课、听讲座、参观场

馆等场景的签到打卡，及时记录各类学习活
动；通过个人授权，学习者可将个人学习成果

以二维码的形式，“亮证”展示给相关人员或
机构。

接下来，上海市学分银行将进一步与上
海市政府“一网通办”系统等做好对接，更有

力支撑教育数据的开放应用，更方便学习者

查询受培训数据，通过对学习者学习经历的
大数据分析，形成用户画像，为学习者提供个

性化的学习咨询服务，为企事业单位提供招
聘和人力资源优化服务，为政府提供数据分

析、决策支持服务。上海市学分银行还将依托
“申学码”建立起针对各级各类学习成果的终

身学习积分制度，构建起完善的学习激励体
系，形成促使全民终身学习的社会生态。

市民拥有“个人学习账户” 方便查询受培训数据

“申学码”今上线 终身学习可打卡
    本报讯（记者 鲁哲）记者昨
天从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指导委
员会获悉，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永远跟党走 奋进
新征程”为主题的 2021年上海市

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启动，第二十三
届上海读书节同步拉开帷幕。

今年“庆祝建党百年———永远

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上海市振兴
中华读书活动主要分四大部分：

“百年风华”阅读书单发布，2021
年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示范项目

评选，第二十三届上海读书节和
“百年红色工运———听党话、跟党

走，吹响工人先锋号”上海职工“五
一讲堂”文化系列讲座。

台湾作家李敖生前评论台湾政

局，经常要声明：我批评这个党派是王
八蛋，绝不代表我支持那个党派，因为

那个党派是龟儿子。我批评王八蛋，我
也批评龟儿子。

之所以这样说， 因为公众往往
容易“非此即彼”。一方对，似乎另一

方就错，反之亦然。 可是，双方都错
呢？ ———那就各打五十大板。 各打

五十大板，貌似公允，但都错，也有
个轻重缓急之分。 当然要先批评或

多批评重的、急的。 比如，上海车展

上的所谓维权者。

不管怎样，通过手段，明明不是媒

体人员，在媒体日，混入车展现场，并
站上车顶博眼球、求维权，就是违反了

相关各项法律规定， 哪怕之前有千般
消费委屈， 也理应并且确实受到了相

应处罚。这绝不是特斯拉对不对，消费
者诉求合理不合理的问题。 消费者和

特斯拉之间恩怨尽可先抛开， 绑架双
方之外的公众利益， 试图通过把事情

搞大，解决自己的个人诉求，就绝不应
得到任何形式的鼓励。

车顶维权涉及的双方之外，至少
包括了正常参展的其他展商，包括了

正常前来采访的媒体或专业观众，也
包括了关注这个今年全球首个 A 级

车展的海内外观众，更包括了举办车
展的上海的营商环境和公众形象。 从

某种意义上说，出现在舆论视野中的

“闹剧”固然“好看”“闹猛”，但肯定不
是关注车展的千千万万人希望和想

要看到的正剧。 通过车展，车商希望
能够展示新品、表示信心，消费者希

望看到新车、升级换代，对上海、对中
国乃至对世界而言，一个成功的车展

还是体现疫情后经济强劲复苏的重

要指标之一。

然而，争端中的一方，用侵犯这么
多第三方利益、公众利益的手段，试图

给争端另一方施加压力。这种行径，一
方面是彻底的自私自利：我的利益，不

论是否合理，是决不能损失的，哪怕以
牺牲公众利益、 牺牲其他各方正当利

益为代价； 另一方面则是彻底的目无
法纪：明明知道我是违法在先，但为了

某种利益，也不惜先干为敬、不惜以身
试法。

法治社会，消费者维权，没有任何
理由，从成为违法者开始。

    近年来，上海对于鸟类基地修复所采取的

积极措施正在显现成效。比如崇明东滩鸟类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治理互花米草工程。在经历一

番“人草大战”之后，约 24?方公里的修复区
域内，每年都能吸引几十万只鸟儿前来生活。

栖息“圣地”遇危机
四月份的东滩湿地，尚未完全褪去黄色外

表的芦苇随风摇曳，成群结队的鸟类或在水上

悠闲觅食，或展翅齐飞于空中。随着近些年东
滩湿地生态的进一步治理，包括小天鹅、黑脸

琵鹭、无数的鸻鹬、无数的雁鸭……越来越多
的鸟儿开始回归，他们与大自然实时地勾勒出

一幅和谐的画卷。

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长江入海

口，崇明岛的最东端，是我国规模最大、最为典型
的河口型潮汐滩涂湿地之一，是亚太地区候鸟

迁徙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持迁徙候鸟种

群的生命过程起重要作用，是长江水系和东海
近岸水生生物的重要洄游通道和繁育场所。

据介绍，总面积为 241.55?方公里的保护
区，每年有近 300种候鸟在那里栖息或过境。

“崇明东滩是候鸟迁徙过程中至关重要的
一处加油站。”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

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我国乃至整个亚
太地区的候鸟，每年都会来崇明获取食物，恢

复体力后再次启程。比如大滨鹬，春天迁徙离
开澳大利亚的时候，体重 250克左右，在 5000

公里的飞行过程中，体重会减少一半。到达崇

明东滩时，体重只有 100克左右，迫切需要东
滩这样一处栖息地休息和补充能量，这样才能

继续向北方飞行，完成它们的迁徙活动。

不过，这个鸟类栖息的“圣地”，也曾遭遇
过巨大的危机，几年中鸟类数量急剧减少。一

番研究后，工作人员发现湿地生态环境的改变
是导致水鸟数量变化的主要因素。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危机其实来自一种
外来入侵植物———互花米草。互花米草入侵通

过竞争取代的方式严重威胁土著种海三棱藨

草和芦苇，海三棱藨草的种子、球茎与幼苗是
长江口候鸟重要的食物来源，互花米草的入侵

会影响到鸟类的食物来源和栖息地面积，造成
湿地生态系统结构的改变和功能的退化。”上

海市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副主
任傅小生告诉记者。

杂草灭除鸟回归
为治理互花米草，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

绿化局、崇明区政府等通力合作，数年前，总投

资 11.6亿元的东滩生态修复项目正式启动。
“该项目是亚太地区候鸟迁徙路线上规模

最大的以控制外来物种，修复、恢复迁徙水鸟
栖息地功能为主要目标的生态修复工程。项目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互花米草生态控制、鸟类

栖息地优化和科研监测基础设施等三大部分
内容。”傅小生表示，在互花米草控制与治理过

程中，东滩方面遵循“围、割、淹、晒、种、调”六
字方针，成功灭除了项目实施区域 22841亩互

花米草，灭除率达 95%以上，彻底扭转了互花
米草在崇明东滩大肆扩张蔓延的严峻态势。与

此同时，经人工种植和自然恢复，东滩土著物
种芦苇、海三棱藨草等逐步恢复，退化湿地生

态系统逐步改善并趋于稳定。

傅小生表示，随着东滩保护区保护措施的
加强，东滩地区的水鸟数量有了明显的恢复和

增加。最为典型的代表：一是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小天鹅，从 2017年起，每年在保护

区内越冬的小天鹅数量在稳步上升，2017 年
仅记录到 55只小天鹅在保护区内越冬，而刚

刚过去的冬季则记录到了 623只小天鹅在保

护区内越冬；另一典型代表是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黑嘴鸥，从 2018年起在保护区范

围内开展繁殖的数量也是逐年上升，2018 年
夏季首次记录到 58个黑嘴鸥的巢，2020年夏

季则记录到 158个巢。
崇明东滩生态修复项目实施后，治理后的

区域逐渐成为鸟类的聚集地，并且种群数量持
续稳定增长，为上海城市发展以及崇明世界级

生态岛建设提供了近 4万亩的优质自然生态
空间，也为广大市民提供了稀缺的优质生态产

品，使崇明乃至上海的生态环境更具有吸引力
和竞争力。 本报记者 杨硕

智斗互花米草
保护鸟类天堂崇明东滩

■ 崇明东滩湿地的黑腹滨鹬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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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鸟儿正在
把上海当成永久的家。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披露
的新数据显示，截至?前，上海区域范
围内已累计记录到野生鸟类 506 种，涵
盖 22? 79科，其种类之多，已经占到全国
鸟种数的约 1/3。 其中，过去一年，共有 70万
只次候鸟迁徙路过上海，或在此越冬。 刚刚
过去的冬季，由于北方寒潮等原因，约有
12万只鸟类在上海越冬， 这其中又以
崇明东滩、 横沙东滩和南汇东滩的
越冬水鸟最为集中，数量占比超
过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