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2022年10月13日/星期四 本版编辑/蒋 俭 本版视觉/戚黎明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信

▲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要闻

一根绳子能够打出多少个逃生
用的绳结呢？近日，一段厚天应急救
援总队工作人员的培训视频，在网上
被广泛传播。在此次上海市青少年
活动中心主办的系列公益活动中，类
似这样教授防灾减灾、自救互救的线
上应急科普知识技能培训视频，受到
了许多青少年以及家长的关注。
今天是第33个国际减灾日。广

泛动员，积极引导各方主动参与各类
灾害事故风险群防群治；多措并举，广
泛动员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教育活
动，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共识。今年9

月，上海市应急局与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联合组织编制的《上海市综合防
灾减灾规划（2022—2035年）》中提
出：到2035年，上海城市综合防灾安
全功能韧性、过程韧性和系统韧性显
著增强，城市综合防灾安全维持力、恢
复力、发展力全面提升，城市综合防灾
减灾体系高效科学，城市综合防灾安
全空间韧性格局基本形成。要达到这
个目标，就需要不断加强对青少年的
防灾减灾教育，培育城市韧性素养。
防灾减灾教育贵在“真学真练、

真懂真会”。近年来，上海消防救援
总队与教育部门紧密沟通、通力合
作，按照“有教材、有师资、有课时”的

要求，率先以课程架构实施中小学消
防安全教育。4个课时的消防救援站
实训课程正式列为全市初中一年级
学生的必修课程，纳入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计4个学分，如上海徐汇消防救
援支队推出的体验课程中，就有绳结
自救、地震逃生等内容。
今年国际减灾日的主题是“早预

警、早行动”，旨在建立健全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多方协同的自然灾害
早期预警与应急响应行动机制。从
青少年的防灾减灾教育来看，各方协
同也是必不可少。去年5月，虹口安
全（应急）教育体验馆正式建成对外

开放，其中就有防灾避险、自救互救
技能的展示，让参观者在虚拟仿真的
体验和互动过程中学习、感受和掌握
基本常识和应急技能，从参观人群的
构成来看，青少年占据了不小的比
例，而在虹口，还有像上海市中小学
公共安全实践基地——上海市虹口
实验学校消防教育体验馆，这样的学
校公共安全体验馆，通过场馆的优势
互补、资源共享，为青少年提供更好
的防灾减灾教育体验。
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宣传

防灾减灾，上海也有不少好的做法。
2020年上海市地震局携手教育、应急、

科技等部门，推出“震才实学”上海市青
少年防震减灾素养提升计划，并推出了
原创音乐科普绘本剧《甜豆地震历险
记》，力争用十年时间全面提升青少年群
体防灾减灾救灾的科学素质和能力。去
年举行的首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
援博览会，吉祥物的征集由上海市青少
年活动中心承办，旨在提高青少年防灾
减灾意识，在青少年学生中增强应急救
援知识和技能，更好地传播应急文化。
我们期待着以国际减灾日的宣

传为契机，通过更丰富的知识内容、
更实用的避险技能、更多彩的活动形
式，让更多的青少年学会防灾减灾。

为青少年系紧防灾减灾“安全绳”方翔
新民眼

——专访青浦区委书记徐建

青浦的区域图形十分独特，从高空
俯瞰，宛若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东翼
是进博会举办地和虹桥国际中央商务
区，西翼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中间是青浦新城。一系列战略
汇聚于此，青浦乘风而上，“展翅高飞”，
实现从“上海之源”向“上海之门”的跃
迁。谈起这些年的发展变化，青浦区委
书记徐建如数家珍。描绘未来图景，他
给出四个关键词：高颜值、最江南、创新
核、温暖家。“以‘高颜值、最江南、创新
核’的发展意象，诠释出生态保护、文化
生活、产业发展良性互动的生动局面，打
造一个‘温暖家’。”掀开新篇章，青浦的
未来，令人期待。

打造现代化枢纽门户青浦华丽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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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城融合
“蓝绿空间”成靓丽底色

青浦河湖密布，水资源特色

明显，不仅是上海一江（黄浦江）、

一河（苏州河）、一湖（淀山湖）的

起源地，还是全国水生态文明城

市。“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

美，水是青浦这座城市的灵性所

在、魅力所在。”徐建说。

近年来，青浦把区位优势、生

态优势和经济社会优势加快转化

为巨大的发展优势。为放大资源

禀赋综合效应，塑造好“蓝绿空

间”特色品牌，青浦确立了“水城

融合”的发展导向。一方面在水

安全、水资源、水环境等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比如拆除河道沿线的

生产加工企业、危旧房屋，完成居

民小区雨污混接改造，开展太湖

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等；另一方

面注重在城乡发展中做好水文

章、用好水资源，打造了具有湿地

特色的青西郊野公园，创造性地

提出了桥、堤、岛相结合的建设思

路，以太湖流域防洪工程打造淀

山湖彩虹桥，最终形成了一个集

防洪、贯通、景观、生态多重功能

于一体的水利工程。“通过还水于

清、还水于民、还水于城，促进水

城融合、景城融合，让‘高颜值’的

生态底色成为青浦发展最鲜明的

特征。”徐建说。

2020年，青浦重大的民生工

程——环城水系公园全线贯通。

它串联起3000亩滨水开放空间，

滨水绿道绵延43公里，点缀着35

处休闲运动健身场地、18座码

头。“青溪园”“南门驿”“水城门”

等景点深受市民喜爱，成为家门

口的好去处。“城市的核心是人，

环城水系公园建得好不好，老百

姓满意不满意，是最重要的评判

标准。”在徐建看来，人民城市人

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无论是建

设环城水系公园，还是进行水系

调整优化，都是把老百姓的宜居、

安居放在首位，要把最好的资源

留给人民。

数字经济
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迭代
栽好梧桐树，才能引得凤凰

来。徐建认为，生态保护、市民生

活和产业发展三者是紧密联系、

相辅相成的。“我们把生态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把生态环境转化

为宜居环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细看青浦蝶变之路，正是这句话

的生动注解。青西地区曾一度

发展缓慢，但凭借良好的生态环

境优势，加上抓住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的历史机遇，乘势

起飞，还引来华为这只“金凤

凰”。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西岑科创中心重要项目，华为上

海青浦研发中心项目于2021年9

月正式开工。“华为的落户某种

程度上就是一种风向标，未来青

浦将会有更多‘好风景吸引新经

济’的案例。我们也在华为研发

中心的西部打造西岑科创小镇，

承接华为项目的溢出带动效应，

全面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徐

建表示。

就在上个月，西岑科创中心

控制性详细规划正式获批。西岑

科创中心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先行启动区“一厅

三片”集中示范项目之一，是上海

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和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的重

要载体，也是长三角数字干线的

关键节点。今年以来，青浦积极

推动长三角数字干线建设，数字

创新发展带呼之欲出。青浦以数

字经济为本源，依托G50沪渝高

速主干廊道与沿线城市形成紧密

合作，协同打造一流新型基础设

施的数字创新发展带。在建设步

骤上，以两年为一个建设周期，到

2027年产业规模达到万亿级。“种

数字化的种子、结高质量的果

子。”徐建表示，长三角是产业数

字化、数字产业化的前沿阵地，要

通过长三角数字干线建设，推进

数字新基建、数字新应用、数字新

治理改革创新。

枢纽门户
战略红利化为发展动能
数字化带来的红利不仅体现

在产业升级上，给老百姓生活带

来的改变也是实实在在的。徐建

介绍，借助“数字”赋能，位于青浦

的长三角（上海）智慧互联网医院

可实现远程问诊、在线处方、“云”

上配药，老百姓“看病不出村，居

家可配药”。

除了就医更便捷，青浦各类

配套也日益丰富，集聚了复旦附

中青浦分校、兰生复旦学校、平和

双语学校等优质教育资源，沪苏

嘉城际线、外青松公路功能提升

改造、上达河中央公园、复旦大学

创新学院、江南新天地城市更新、

市民服务中心等重点项目正紧锣

密鼓推进。

过去，青浦是上海的史之源、

水之源和食之源，是西大门。徐

建表示，未来，青浦将加快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枢纽

门户，不断放大战略叠加效应，推

动战略红利转化为发展动能。

徐建多次提及“温度”这个

词，在他看来，打造“高颜值、最

江南、创新核”，归结到一点还是

要打造一个青浦百姓的“温暖

家”。“我们始终坚持人民城市建

设重要理念，全面推动青浦城市

功能重塑提升，把最好的资源留

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

民，让每个生活在这里的人、来

到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青浦的

温度。”

本报记者 杨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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