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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善举，凝聚向上向善力量

“2022年上海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好人好事”揭晓，
本报“新民帮侬忙”入选

今天，是第  个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

日。自    年起，每年3月最后一个周一的

主题词，都是“安全”，为了孩子们。在校、居

家、出行、游玩、消防、饮食……中小学生的

安全事关万千家庭，始终牵动人心。

近些年，一个新领域值得关注：谣言

四起的网络虚拟空间，还不够安全。几个

网红博主发几段“揭秘”视频，迅速引发民

众对泰国旅游安全的恐慌，泰国政府、旅

游主管部门和驻华外交机构纷纷澄清，负

面影响却仍在延续；蓄意合成一张艳照，

立刻掀起轩然大波，对无辜者造成莫大伤

害；仅凭一张合影，就编造出夸张的师生

恋丑闻，辟谣似乎永远追不上传谣。

马克 ·吐温说，当真相还在穿鞋，谣言

已跑遍半个世界。谣言更“受欢迎”，因为

它生来就为了骗取信任，借助离奇情节、

惊悚标题、脑补细节、伪造嫁接……博眼

球，赚流量。而真相往往更简单、普通、平

淡、乏味。

学会独立思考、冷静判断，在漫天流量里

驱逐噪声、寻找真相，是中小学生自我保护的

重要技能，也是这些互联网原住民的必修课——培养媒

介素养。

媒介素养的核心内容，是识假破谣能力。看到

劲爆消息，先别激动。要查看信源，是专业机构权

威发声，还是网红博主“动情自述”；要搜集信息，是

片面之词，还是多方证实；要健全常识，用批判质疑

的眼光，去审视那些违反常识的细节和缺乏逻辑的

结论。

    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四条

明确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当加强未成年人

网络素养宣传教育，培养和提高未成年人的网络素

养。《    年未成年人网络媒介素养行为分析报告》

显示，约  %的未成年人无法辨别虚假信息。在“人

人都有麦克风”的今天，内容生产、传播、接收的任一

环节缺乏媒介素养，都可能成为滋生谣言的温床。

从年轻人开始，努力提高是非辨别能力，谣言

肆虐的空间就会变小。学校能否结合信息安全教

育、学科教育、课外活动等形式，把培养媒介素养，

列为学生发展的重要事项？

辨真伪、破谣言，从娃娃抓起。

本报讯（记者 杨硕）A股全面注册

制下，主板今迎首批新股启动申购。

今天网上申购的两只主板注册制新股

中，中重科技发行价为17.8元，申购代码为

732135，单个账户申购上限为2.7万股，顶格

申购需配市值27万元；登康口腔发行价为

20.68元，申购代码为001328，单个账户申购

上限为1.7万股，顶格申购需配市值17万元。

全面注册制下，定价、申购和交易等

规则的改变，均影响着投资者的打新策

略。其中，申购规则最大的变化是申购单

位统一为500股。此前，沪市主板新股申

购单位为1000股，深市主板、科创板和创

业板申购单位为500股，此次将申购单位

统一为500股，申购单位所需配的市值也

相应统一为5000元。不过，参与主板注

册制新股网上申购，仍需满足T-2日前20

个交易日的日均持仓市值在1万元以上。

业内人士指出，根据发行与上市安排

估算，4月中上旬有望迎来首批主板注册

制新股上市。

注册制下主板首批新股今启动申购

本报讯（记者 左妍 通讯员 陈蕾）

猜一猜生境盲盒里的小虫，配一配常见

食物的热量，感受一下噪声的阈值和室

内污染的来源……坐落于普陀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内的公共卫生科普中心历时

两年改扩建，近日对外开放。科普中心

的预约系统也已上线，市民可关注“普陀

疾控”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

记者从入口的放大镜处走入展区，一

转弯一片模拟生境映入眼帘，这个区域中

的生物盲盒非常“吸睛”。面板上的谜面

让人情不自禁想打开其一睹真容，而等比

放大的“真相”引来的是惊喜还是惊吓，就

考验参观者的知识储备和胆量啦！

营养展区中的“吃动平衡”组合，也

是此次布展的一个亮点。模拟“配餐+运

动”体验，方寸之间就能让参观者迅速体

会“明明没有吃多，为啥就胖了”的奥

秘。场馆通过实物、模型、多媒体影像、

互动装置、实验小课程等，营造沉浸式的

游览体验。

据普陀区疾控中心主任张宇艳介

绍，早在2013年，普陀区就在区疾控中心

内筹划建立全市第一家以传染病为主题

的科普展馆。历经10年的三期探索，展

馆从单一的传染病专题扩展到了全生命

周期的展示，疾控人也从监测数据的背后

走出，以讲述者的角色给大家介绍身边的

公共卫生服务。

普陀区疾控中心党总支书记陈旭昇

介绍，此次公共卫生科普中心的改扩建，

是第五轮普陀区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划

的一部分，同期全区还完成了公共卫生

病原检验实验网络和平台建设、预防接

种门诊冷链管理和接种单元流程优化建

设、区公共卫生应急处置单兵队伍建设、

公共卫生技能实训考核基地建设等，中

心正朝着建成区域“应急处置中心”“疾

病监测中心”“公卫检验中心”“公卫培训

中心”“健康科普中心”方向迈进。

普陀疾控公共卫生科普中心开放

市民可沉浸式体验公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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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2022年上海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好人好事”揭晓，“浦东公交驾驶员勇救落水

男子”等10件事项获评2022年上海市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好人好事、“万家灯火总关情 医

者仁心在枫林”等20件事项获评2022年上海

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好人好事提名。

这些做出善举的凡人们，以实际行动筑

牢城市软实力，汇聚起昂扬向上、不断向前的

奋进之力，也赋予上海这座城市更多的光荣

与力量。这些先进个人和集体中，有快递小

哥、公交车驾驶员、新闻媒体、30年如一日的

志愿服务团队……在极不平凡的一年，他们

执着坚守、逆行而上，无私奉献、坚强奋斗，用

实际行动书写城市精气神和软实力，点点微

光让人民城市焕发出生生不息的磅礴力量。

快递员 王江北    

托举从阳台跌落的老人
2022年7月18日上午10时许，圆通速递

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新区新世博网点快递员

王江北顶着烈日，正骑着电瓶车在上海浦东

新区德州一村内派件，突然发现一名八九十

岁的老人不慎从自家阳台上跌落。千钧一发

之际，王江北毫不犹豫立即上前，在消防队员

赶到现场前，一直在老人身边，用手和肩膀托

举着悬坐半空的老人，生怕有任何闪失。最

终老人顺利获救。救人之后，王江北没有在

现场过多停留，而是默默地跨上电瓶车继续

送快递去了。事后，居民们纷纷为王江北点

赞“好在有热心的快递小哥，否则后果真是不

堪设想！”

在平日的派件途中，王江北也曾多次热

心救人。一位老奶奶骑着残疾助动车，操作

失控翻滚倒地，他赶紧把老奶奶和她的助动

车扶到马路边；一位老大爷在马路上行走

时中暑倒地，他见状把老大爷扶到马路边阴

凉处，并拨打了120。在王江北看来，人的生

命永远是第一位的，遇到了就应该主动尽一

份力。

公交车驾驶员 顾强    

勇救落水男子
2022年5月19日，正在小区做防疫志愿

者的上海浦东新区金高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一

分公司驾驶员顾强，听到浦东瞿家港有人落

水的呼救声后，迅速赶到现场，脱掉上衣和外

裤，跳入寒冷的河水中救人。当时，落水男青

年已处于昏迷状态，55岁的顾强用尽全身力

气将男青年拖拽上岸后，顾不上自己全身寒

冷，拍打男青年后背，帮助他把腹中河水和脏

物吐出，在把男子交给赶来的民警后，顾强才

穿好衣服离开。由于抢救及时，男子经医院

检查无大碍。平时，顾强也乐于助人，不止一

次见义勇为。

本报“新民帮侬忙”   

急人所急解难题
坚守着新民晚报人的初心使命——“为

民解难、与民分忧”，在“战疫·帮侬忙”、夏令热

线、“防疫·帮侬忙”等活动中，“新民帮侬忙”通

过报道推动形成“为民服务解难题”的第一线。

2022年，“新民帮侬忙”各端发布的2000多条舆

论监督报道中，解决率达80%以上。

2022年3月25日22时，“新民帮侬忙”以

最快响应、最快速度在今日头条号推出了志

愿服务类平台——战疫 ·帮侬忙。69天里，

“战疫 ·帮侬忙”共收到求助、咨询类等诉求

419660件，共推动解决各类问题21300多

件。小伙伴们从早晨6时至深夜12时，每天

工作长达18个小时。在全员总计1217个小

时的忙碌中，解决各类诉求21300多件，平均

每小时就是18件。“新民帮侬忙”坚持不躺平

的态度。特殊时期里一件看似简单的事情总

是会成为貌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解决

21300多件急难愁，就是破解21300多道方程

式，且很多都无先例可循。从4月25日至5月

31日的37天里，为平均年龄达87.4岁的32位

高龄老人上门更换了导尿管。同时，在政府

部门之外，汇聚包括公益个人、公益组织、公

益企业等在内的强大社会力量，形成民间应

急互助联盟——“战疫 ·帮侬忙”公益联盟。

完成了1700多公里转运广西爸爸、600多公

里护送安徽爸爸等“非凡任务”。

12月12日9时，“新民帮侬忙”又开通“防

疫 ·帮侬忙”求助入口，公布求助热线962555，

每天忙碌12个多小时开启“全城急送”模式，

为市民紧急送出布洛芬、感冒药、止咳药、血

氧仪等共231单，受益人达1000多人。

杨茶生志愿者服务团队    

有困难找小杨
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活跃着这样一支志

愿服务团队，他们从革命老区江西走来，从一个

人到一家人，再到一群人，30多年如一日为沪上

居民提供各种便民服务，这支团队就是“杨茶生

志愿者服务团队”。他们的“小杨志愿服务热

线”，传承雷锋精神，从小处做起，持之以恒。

杨茶生志愿者服务团队从1992年开通

“小杨志愿服务热线”，喊出：“有困难找小

杨，小杨就在您身边！”30多年来，义务服务

上海市民4万多人，免费修理门窗、马桶、纱

窗、家具等6万多件，服务时间12万余小

时。特别是2022年，面对新冠疫情，坚守“疫”

线，积极参加巡逻宣传、岗点执勤、信息登

记、维持核酸检测秩序、协助搬运物资、代配

送药等志愿服务，随处可见他们“送温暖、送

服务”的身影，受到市民赞誉。

本报记者 郭剑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