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儿童友好，是一座城市最大的善意和

美好。“十四五”期间，上海将围绕儿童友好城

市的建设目标，结合国家儿童发展纲要和上

海规划的实施，汇聚各方合力，坚持系统观

念，做实条块联动，加强示范引领。在市政协

十三届五次会议，不少提案给出了可操作的

建议，为打造儿童友好城市“添砖加瓦”。

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动物园自然是

不缺，上海动物园、野生动物园、各类海洋馆、

昆虫馆等门类繁多，但是上海市政协委员、上

海小荧星教育培训有限公司总经理沈莹通过

调研发现，孩子们去到动物园只能隔着橱窗、

栏杆远距离观察，无法真正亲近这些动物，更

谈不上深刻了解。与此同时，在一些商场内

出现的“室内动物园”，卫生条件堪忧，动物检

验防疫工作不达标，对于孩子来说，存在着一

定的危险。

沈莹此次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上海儿

童动物园的建议》，提出在上海建立全国首个

专门面向3-14岁孩子的儿童动物园，让城市

孩子能更直观地了解平时耳熟能详的一些动

物，尤其是与生活相关的家禽、家畜、昆虫鱼

鸟、两栖动物，并在儿童动物园中设立科普教

育基地，让孩子们可以看，可以摸，可以陪伴，

可以饲养，为“双减”后的孩子提供一个在自

然中、动物中学习接触的场所和基地，并纳入

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培养孩子“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

在儿童友好城市打造中，儿童意外伤害问

题是非常值得关注。在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

正式出台《健康上海行动（2019-030年）》，明确

指出要持续促进中小学健康，制定健康学校标

准，开展健康学校建设，加强生命教育。

上海市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

院党委书记徐虹此次提交了一份《关于预为

主防为先，开展儿童无伤害倡导行动》的提

案。徐虹建议，建立中小学伤害监测信息系

统，随时掌握伤害的动态。同时，将以中小学

生为对象的伤害预防科普教育及急救培训纳

入中小学生必修或选修课程，并且以家长、教

师等未成年人看护者为对象，科普伤害预防

及急救培训。

在人口高密度的超大城市背景下，上海

如何优化城市规划为儿童创造更友好的城市

户外活动空间已迫在眉睫。市妇联此次递交

了《关于提升上海户外活动空间儿童友好度

的建议》。提案建议从城市空间营造上创设

儿童友好的宜居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市妇联建议将儿童友好视角列入城市空

间规划改造的优先原则。提出在社区公园、

微型（口袋）公园等城市的“神经元项目”规划

中，都应该嵌入儿童视角，并设置每千人休

憩、游乐设施用地标准。尤其是在旧区改造

过程中，增加基于亲子概念的游戏景观理念，

推动区域游憩空间与设施建设，鼓励儿童在

户外自然玩耍。 本报记者 方翔

各方为建儿童友好城市献策
设立儿童动物园 开展无伤害倡导行动 扩大户外活动空间

沈群慧：尽快将解决泵站放江污染问题纳入计划

让苏州河水更清澈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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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屠瑜）今年上海两会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持续提升“一江一河”

滨水空间品质和功能。作为住在苏州河边

十几年的老居民，市人大代表沈群慧一直心

系苏州河的水质。在去年两会发言中提出

这一问题后，今年，她又提交了题为《建设美

丽母亲河，让苏州河更加清澈迷人》的书面

建议。

沈群慧说，她见证了苏州河的巨变，苏州

河水和过去相比已经有质的提升。但是，苏

州河沿线及近河口有一些雨水泵站，特别在

下雨前夕居民有时还会看到泛着恶臭的黑水

流入苏州河，导致一部分市民对苏州河的印

象依然不好，会打电话投诉；而且从普通市民

的感官角度出发，苏州河的水质还较为浑浊，

透明度较低，不够清澈。为了让更多的市民

走近苏州河，亲近母亲河，希望有关部门持续

推动苏州河综合整治提升，让上海的母亲河

更加清澈迷人。

“泵站放江污染仍是导致苏州河水质反

复的主要因素。”她建议，市水务部门、相关企

业以提升苏州河水体优Ⅲ类断面比例为契

机，尽快将解决泵站放江污染问题纳入工作

计划，加快制定沿线泵站放江污染削减目标

和治理对策，并与相应的雨水调蓄池建设计

划相衔接。同时，要构建水环境、水安全等多

目标耦合的管网运行优化调度方案和水利调

度方案，尽可能降低泵站放江污染对水质的

影响。

另外，水体浊度偏高是影响苏州河水质

观感质量的主要原因，建议市水务部门会同

市生态环境部门开展专题调查研究，弄清水

体中悬浮物的主要来源，研究导致水体浑浊、

透明度不高的机理原因。有条件的情况下，

可以将浊度或者透明度指标列入苏州河考核

断面的跟踪监测指标。

“如今，苏州河42公里岸线贯通，景观

提升，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希望水也能够更

加清澈些，二者都要兼顾，要相得益彰。”沈

群慧说。

坐落于本市长乐路637弄1-24号

的“中国蓝印花布馆”，为传承和保护蓝

印花布印染技艺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最近因为

种种原因，“中国蓝印花布馆”很可能难

以为继，要从原址搬走。

昨天，市政协委员安翊青（上图左）
在小组讨论会上见到本报记者江跃中，

就拿出蓝印花布馆的几样物品，介绍蓝

印花布印染技艺，呼吁争取将“中国蓝印

花布馆”保留下来，并纳入本市公共博物

馆序列，对其日常运营与维护给予必要

的扶持。 本报记者 张龙 摄影报道

“中国蓝印花布馆”何去何从？

本报讯（记者 屠瑜）上海两会上，市人大

代表孙军专门提议案呼吁，在《上海市公共场

所控制吸烟条例》（简称《控烟条例》）中增加条
款，明确规定“吸烟，是指使用电子烟、持有点

燃或者加热不燃烧的其他烟草制品。”孙军指

出，《控烟条例》已于2017年3月1日起正式实

施，上海实现了在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

所、公共交通工具内全面禁止吸烟，城市公共

空间内空气环境得到极大改善。根据多项研

究证实，电子烟的烟液和气溶胶中含有危害人

体健康的醛酮类化合物、挥发性化合物、重金

属等，有些电子烟的烟液还加入具有刺激性的

调味剂，长期使用会带来明显的健康风险。

2021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提出禁止向未成年人

销售电子烟。2021年11月，国务院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进行修改，明确

将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参照卷烟的有关管理

规定执行。“如果不修改完善《控烟条例》，会给

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带来一定挑战。”孙军说。

孙军：烟液和气溶胶同样危害人体健康

电子烟也应纳入《控烟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