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袁玮）虹口区有史以来

覆盖街坊最多、投资总额最大的旧改项目：
昆明路以南旧改项目，昨天中午举行房屋征

收签约比例达标生效揭牌仪式，该项目正式
签约率达到 98.8%，这标志着北外滩区域成

片二级以下旧里征收工作全部完成。自此，
北外滩新一轮发展将翻开崭新的篇章。

由 10个街坊打包组成的昆明路以南

项目，惠及居民 6000余户。据了解，新一轮
北外滩发展规划中，“新旧融合”的格局已经

明确，东部提篮桥片区将保持“窄马路”“小
街坊”的规划理念，保留原有的历史风貌。保

护实施方案的研究也将启动，将广泛听取专
家等各方面意见。“在方案完成前，不会动一

砖一瓦，将精心保护历史文脉，用心留存文
化记忆。”虹口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北外滩与外滩、陆家嘴构成上海的“黄
金三角”。新旧在这片 3.98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交融：一边是以摩天大楼为标志的商业
繁华之地，另一边是手拎痰盂、马桶的老城

厢生活。旧改是北外滩最大的民生，同时又

是这里最大的发展着力点。2012年实施旧
改新政以来，北外滩区域成功征收 39个地

块 72个街坊，惠及居民近 3.9万户。2020

年 6月，虹口区旧改探索“组团打包”模式，

一次性启动多个地块，工作时长从以“年”
计压缩到 3个月。仅一年时间，北外滩区域

相继启动 6个打包项目 33个街坊，惠及居

民 2.1万户，1年征收量超过前 8年总和。
在北外滩旧改中有个特殊“2+1”模式，

即 2 名征收工作人员+1 名群众工作组成
员，3人一组共同服务旧改群众。在昆明路

以南项目中，征收工作人员郭红碰到了难
题：征收家庭是一对聋哑母子。郭红就用笔

与 56岁的儿子“交谈”。在 35页的笔谈记
录中，记者看到：“22.1平方，我们可以拿多

少钱？”“邻居的阁楼会不会影响我家的测
量面积？”在笔谈中，郭红用标准计算公式

帮他算出评估价、价格补贴、套型面积补
贴，不厌其烦地解释征收政策。郭红还手绘

了阁楼的草图，告诉他邻居的阁楼并不影

响他家的测算面积。在郭红耐心细致的解
释下，这对母子最终答应意向选房，并决定

7月中旬搬家。这样真心换真情的故事天天
都在旧改基地发生。

家庭矛盾是阻碍签约的突出问题。在
北外滩旧改中，人民调解队伍最先进入基

地，这支队伍由退休法官领衔，为居民排忧

解难。

虹口区覆盖街坊最多旧改项目签约生效

北外滩告别成片二级以下旧里

方翔

新民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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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马丹）昨天申城雨水连

连，午后就雨止放晴，梅雨是否已经“离场”？
上海中心气象台预报，雨止转晴只是梅雨的

“迷惑性战术”，上海今天仍处在梅雨带北部
边缘，一早多云到阴“开场”，午后有分散性短

时阵雨。

但是，梅雨并未走远。受雨带南北摆动影

响，本周中后期，上海都是时阴时雨的天气。
其中，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会出现在 7月初。

未来几日，申城气温总体平稳，最低气温预计
在 24℃~25℃，最高气温为 28℃~29℃。虽然气

温看上去不是太高，但由于空气湿度大，梅雨

季的闷热体感并没有缓解。

申城何时能够告别梅雨季？气象专家表
示，今年出梅还有待时日。在气象学意义上，

上海出梅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东经 120°到
130°间的副热带高压脊线北跳至北纬 26°或

以北，同时日平均气温超过 27℃，最高气温

超过 30℃，且连续 6天以上无雨。上海常年

平均出梅日为 7月 10日，平均梅雨期长度约
为 23天。从目前的天气形势来看，6月底到 7

月初，上海出梅的可能性很小。根据上海市气
候中心之前的汛期预测，今年出梅时间预计

在 7月上旬。

雨止放晴 梅雨已经“离场”？
出梅还有待时日，本周中后期申城都是时阴时雨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

变……”《少年》熟悉的旋律响起，王仁君饰演
的青年毛泽东奋力奔跑，意气风发。 这两天，电

影《1921》的推广曲《少年》MV（Music Video，音
乐短片）在朋友圈刷屏。 耳熟能详的旋律，连接

当下与历史，实现青年之间的百年对话。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少年》MV的前半

部分聚焦百年前从四面八方汇聚上海， 参加中

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共产党员， 后半部
分则展现了“蛟龙嫦娥，飞天入海一起探索。 汶

川救难，武汉的逆行者”，展现了这个时代的年
轻人不忘初心，在新时代朝气蓬勃。

文化具有引领作用， 把红色题材所蕴含的
价值观，通过年轻人喜欢的形式传递给他们。近

年来，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杂技剧《战上

海》、电视剧《觉醒时代》、电影《1921》等文艺作
品，给出了很好的示范，让年轻人在历史印记中

感受那抹红色。

真正的历史本身就非常打动人。 参加 “一
大”的代表，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 45岁，最年轻

的刘仁静只有 19岁，15位与会者的平均年龄
28岁。他们将自己的生活，甚至生命，与国家前

途命运联系在一起，看似很简单，其实很震撼，

这足以让当下年轻人产生共振。

历史必须要有新的视角和新的表达方式，

才能符合当今的观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审美。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少年小光为了掩护
李侠而牺牲。李侠亲眼目睹战友身亡，脑海中闪

现的都是他们在延安时的美好。 许多在现场观
看舞剧的观众，在这一段演出的时候，往往会流

下感动的泪水。

人的情感是共通的， 当你真正去了解革命

志士，了解他们当时满怀信仰的样子时，你就会

感受到真实，这正是红色文化穿透人心的力量。

英雄也是平凡人， 他们为了守护千千万万普通

人的幸福而甘愿付出自己的生命， 这种崇高和
伟大都植根于最素朴的生活中。

把革命事迹和红色基因通过文艺作品传递
给受众， 在红色文化中感受到先辈们的 “烟火

气”，从而打破年代的“隔阂感”，将进一步激励
新时代青年肩负重任，砥砺前行。

绽放青春光芒

    暑假即将开启，上海小囡的暑假

作业是否还是“作文、练字、《寒假生
活》……”这些“老三样”？在长宁区天山

第一小学，学生作业悄悄“变脸”，融合了
体育、劳动、德育等各学科的“假期生活

嘉年华”已经“开幕”。

今天一早，三（5）班王泽宁就拉着爸
爸为天一小学“阳光少年”暑期体育健身

线上训练营做“热身”。“尽管训练营 7月

5日正式开始，但先和爸爸一起把运动
项目熟悉起来。”王泽宁介绍说，健身训

练营是假期生活嘉年华里的“重头戏”之
一，几乎贯穿整个暑假，除了跳绳等基础

体能训练，还设计了双人跳绳、双人踢毽

子等亲子项目。每周六都是训练营的线

上分享时间，学生们能分享自己的健身
心得。“这种线上一起运动感觉很奇妙。”

除了健身线上训练营，天一小学的
“假期生活嘉年华”的活动菜单多丰富多

彩，设计了“小蚂蚁爱阅读”“小蚂蚁行天
下”“小蚂蚁进食堂”等七八个板块。学

生可以阅读百年党史、寻访红色“印迹”；

也可以跟随父母走进“食堂”（与饮食相关
的场所），学习一项新的劳动技能；还可以

参与社区服务。这些作业有些以小组为单
位完成，有些和家庭成员一起完成，让学

生在“玩”中锻炼技能、提高能力。“考虑到
不同学生的特点，学校还提供了假期作业

菜单式选择，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

择完成。”校长吕华琼说。
2012年开始，天一小学就组建了一

支由区内外特级教师、学科带头人组成
的作业指导顾问团，开展核心学科“地毯

式”作业评价———除了检查学生的作业
完成情况，也关注教师的作业设计和批

改。为解决好学生学习上“吃不饱”、困难

学生“消化不了”等问题。学校又通过年

级组制定作业辅导时段排班表，所有语、
数、英老师都会参与课后 330义务作业

辅导，并做到“一生一策，一师一案”，确
保辅导更有针对性。

本报记者 马丹

长宁区天一小学
的作业好玩长知识 暑假作业不再“老三样”

    昨天上午，金山区朱泾镇花海芳香小镇

开工仪式在待泾村举行。同时，待泾村首批参
与集中居住项目的村民迎来“开门之喜”，40

栋集中居住房整体完工，很快就能搬入新居。
集中居住房配有公共服务区，包括乡村

展馆、老年人活动中心、村民阅览室等，入口
处及外围周边还设有公共停车位，满足村民

的日常出行需求。如今，到了内装待住阶段，

40户村民满怀期待。据悉，待泾村农民相对
集中居住工程项目设计秉持“生态人居”和

“保持乡村肌理、凸显乡村价值”的理念，吸取
传统江南粉墙黛瓦的建筑元素，结合现代建

筑简洁利落的手法，在保留传统韵味的同时，
满足新时代村民丰富现代生活的需求。

本报记者 陶磊 摄影报道

集中居住新家园
粉墙黛瓦好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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