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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右手扯来一根长长的纸条，左手拿一根卷

棒，将纸条插进卷棒的缝隙，轻拢慢捻，用卷出的

纸圈，慢慢填满一个立体的“福”字……昨天，汉

中路188号四楼阳光房内，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

认真地学着用古老的衍纸技艺，“卷”出新春的气

息，并将这份特别的礼物送给来自天目西街道社

区卫生中心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们。

这是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联合绿地菁舍

长租公寓为留沪青年白领开展的一场迎新活

动。这是一家位于浦东新区合庆镇的白领公

寓，租户多为20至35岁白领青年，来自各行各

业，在张江等地上班。为了响应留沪过年的号

召，今年，有近41%的租户放弃了回家团聚，陪伴

他们一起度过春节的，还有一群同样年轻的公寓

管家。

27岁的汽车研发工程师小戴来自安徽宿

州，早早给父母寄回了年货，也早早给自己买好

了新年礼物——一台电脑。听说，一幢楼里的小

伙伴们将在公寓的公共空间一起吃年夜饭，小戴

有点兴奋。他也把自己的春节长假安排得妥妥

的——用新装备打打游戏，再约朋友出去钓鱼。

公寓管家王辉来自江苏盐城，想着春节还有

租户留在上海，他和同事们也都留了下来。除了

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这两年，他们时常要应对

各种突发情况。比如，在机场工作的租户临时需

要集中隔离，房间里的宠物猫没人管，他们就得

义不容辞地当“铲屎官”，直到小猫的主人归来。

“有人喜欢宅家撸猫，也有更多的年轻人还是

渴望能够有更多的社交机会。”王辉说，因每一幢公

寓楼除了共享厨房，还有台球区、阅读区、羽毛球场

等共享空间，鼓励忙碌的都市青年在闲暇时分交

友甚至“脱单”——的确曾有甜蜜的爱情在这里发

生。要过年了，公寓的年轻人正忙着摆上年宵花，

贴上春联，营造“年味”。几十个留沪过年的小伙伴

们拉了一个群，“今年，我们不回家”，谁有过年的好

点子，便发在群里呼朋引伴。双休日，听说青少年

活动中心要组织这场为医护人员送“福”字的手工

活动，虽然下着雨，大家还是兴致勃勃地来了。

绿地菁舍总经理贾顺飞说，今后，在鼓励青

年们“走出去”的同时，还将把更多公益文化活动

“请进来”，凝聚青春力量，为在城市打拼的年轻

人创造一个温暖的生活社区与精神部落。

首席记者 陆梓华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上海地铁新

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牟振英长期从事轨道

交通运营管理工作。在地铁日常管理中，有

时会遇到乘客受到意外伤害等方面的事

件。为了减少此类事件发生，牟振英做了大

量的录像回看和问卷调查，来研究地铁车站

乘客伤害的现状分析以及防范对策。

提出科普建设建议
“地铁里很多意外客伤事件的发生，与

不少市民公共安全知识及应急防范意识的

匮乏有很大关联。”牟振英告诉记者，“因此

我意识到，公共安全知识的普及工作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长期而且艰巨的工作。”

在平时的走访及与市民沟通的过程中，

她发现很多人不知道哪里有科普。而在和

企业、专业机构参观交流时，又发现有许多

专业而有趣的科普资源并未被高效利用。

基于此，牟振英先后提出了多份科普建设意

见建议，提出了搭建专业平台，将科技企业

优质的展厅科普资源与社会公众精准连接，

打通知识科普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最后一公

里等建议。

近期，上海市对《上海市科学技术普及

条例（草案）》展开立法意见征求，牟振英也

积极提出建议。她着重关注科普资源的普

查梳理与归集、科普工作开展的评价激励以

及科普力量分布城乡差距明显等问题，提出

由政府牵头摸排搭台，将分散在各处、“小而

美”的科普资源整合起来，通过专业平台向

社会公布，让渴望求知的民众知晓“到哪里

可以学到什么知识”。

开发地铁光伏发电
除了科普，牟振英还格外关注绿色低碳。

“城市轨道交通是典型的绿色低碳出行

方式，建设‘绿色地铁’也是上海地铁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考量要素之一。”在前几年大量

研究论证的基础上，牟振英带领团队开始了

上海地铁光伏发电项目这一“绿色动能”的

开发建设工作，利用地铁停车场屋顶资源进

行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并将产生的电

投入到地铁的日常运行之中。

公共机构建筑完善合同能源管理、商品

包装物源头减量、完全降解包装袋推广应

用、临港新片区高起点绿色规划建设……深

耕新能源建设与绿色低碳发展的产业一线，

牟振英充分发挥自己的本职专业优势，多次

就绿色低碳发展相关的议题提出意见建议。

“作为代表，平时履职就要多关注身边

人、身边事，了解和思

考社会上普遍困扰的

痛点问题来建言献

策。社会的痛点、难

点就是我们代表的出

发点。”牟振英表示。

本报记者 杨洁
通讯员 李爽

南方少雪。但即将在虎年正月

开幕的北京冬奥会，却让越来越多的

中国人、包括南方人接触和了解到冰

雪运动的魅力。

北京冬奥会将于2月4日开幕，历

时半个月。得益于“奥运效应”的助推，

冰雪运动、冰雪旅游、冰雪装备等“冰雪

经济”的相关产业，正在不断升温。在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进程中，

“冰雪经济”的资源也正被不断盘活，相

关产业链逐渐铺设，消费潜力更是值得

挖掘。中国旅游研究院和携程旅游大

数据联合实验室发布的《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

（2020）》预计，到2025年，中国冰雪旅游人数将突

破5亿人次，冰雪旅游收入将超过1.1万亿元。

位于嘉定区南翔镇的印象城商场，在顶楼

就有一块沪上面积最大的室内真冰滑雪场，生意

相当红火。周末想去玩，得排长队。在那练习滑

冰的小朋友特别多，冰上课程也非常受欢迎。

所以，不要以为上海“缺冰”，实际上，目前上

海已经拥有冰场14块、室内滑雪场所43处，冰壶

场地3个，各类冰雪运动场地分布于全市13个

区。足不出“沪”去滑雪，随时都可以实现。

当然，要让炽热的“冰雪经济”火起来热起

来，需要建立健全法治保障。相关部门要加强

冰雪产业发展法律制度建设，完善冰雪体育产

业的监管机制，规范冰雪体育企业经营行为，强

化市场监管，确保冰雪产业发展在标准、服务等

方面有规可依。

发展“冰雪经济”，相关企业也要在创新发

展上下足功夫，推动“冰雪+体育”“冰雪+赛事”

“冰雪+旅游”“冰雪+文化”深度融合，将中国元

素、地方民俗与冰雪元素有机融合，提升冰雪旅

游的服务品质和产品丰富度。

国家制定了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带

火了群众性冰雪运动。所以，冰山雪山，也可以是

“金山银山”。相信未来这两三年，“冰雪经济”的发

展势头将是一大亮点。至少，愿意走进冰场、或者选

择飞去某个滑雪胜地度假，将成为更多人的选择。

留沪过年年轻人学起古法手工技艺

作纸作“福”字 使白衣天使

打通科普与公众间最后一公里
——记上海市人大代表牟振英

■ 留沪白领青年聚在一起，认真地学习古老的衍纸技艺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本报讯（记者 孙云）杨浦公安分局

近日连续查获两起在外省市购买烟花爆

竹带回本市外环以内，预备在春节期间进

行燃放的违法行为。

1月17日，江浦路派出所与中原路派

出所民警先后在工作中发现两名前往外地

购买烟花爆竹，并自行将烟花爆竹运输回

位于杨浦家中的群众。根据线索，民警上

门找到两位当事人，并当场收缴存放在家

中的烟花爆竹若干。两人均称了解上海

“禁燃禁放”的规定，但为了感受年味，仍明

知故犯，前往外省市购买烟花爆竹，并准备

在春节期间前往本市外环外区域燃放。虽

然二人在外省市购买烟花爆竹，同时也预

备在外环外指定区域燃放，但私自运输、存

放的行为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且涉嫌违法。

杨浦警方查获两起
违法购买烟花爆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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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振英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