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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 昨天，按照市委主题教
育工作安排和大兴调查研究部署，

市委书记陈吉宁用一整天时间专题

调研城市更新工作，深入闵行、静

安、黄浦、浦东等区的旧住房小区、

老城厢地块以及“城中村”，察看居

住生活现状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情

况，认真倾听居民群众、居村干部关

于加大城市更新力度、改善居住生

活环境的意见建议。陈吉宁说，要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认

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城市更新

工作作为落实城市总规、推动城市转

型、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在深

入基层、深入一线、深入群众中体察

民情，不断优化工作方案、创新工作

机制，探索建立更可持续的城市更

新模式，以破难题、促发展，办实事、

解民忧，践行宗旨、为民造福的实际

成果检验主题教育的实际成效。

始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闵

行区吴泾镇吴泾小区、静安区彭浦新

村街道彭三小区经历一个多甲子的

风吹雨打，房屋逐渐破损老化，小区

环境脏乱、配套设施不足等现象突

出。在前期广泛征求居民群众意见

建议基础上，结合小区实际情况和房

屋结构特点，两个小区分别探索采取

了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旧住房成

套改造模式。陈吉宁走访多户居民

家庭，了解每户人家的人员构成、经

济来源、生活状况以及对更新改造方

案、居住品质提升的心声和想法。家

住彭三小区的杨秋云一家去年9月回

搬新居，她告诉来访的市领导，现在

上下有电梯、厨卫能独用，居住环境

大大改善，幸福感满满。感谢党和政

府为民办实事，从改造之初就把情况

分析透了、把方案讲清楚了，让安居

梦想照进现实。陈吉宁说，看到你们

住进整洁亮堂的新房子，我们也为你

们感到高兴。对于城市更新、旧房改

造，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都希望改

善居住条件、提升生活品质。推进过

程中，既要有回应关切、科学可行的

改造方案和更新机制，也需要群众的

理解支持、形成共识，真正把好事办

好、实事办实。

黄浦区小东门街道乔家路成片

旧改地块位于上海老城厢核心区域，

这里二级以下旧里房屋密布、年久失

修，居住功能落后，存在安全隐患，通

过多年努力、政企合作，目前已基本

完成成片征收改造。陈吉宁一路步

行察看，听取旧区改造和历史风貌保

护工作推进情况，仔细了解老城厢城

市更新的重点难点问题。他说，要坚

持规划引领，做好顶层设计，深入挖

掘城厢历史文化，精心保护城市文

脉、街区肌理，以高水平、高标准的规

划设计保持历史风貌的连续性、整体

性、协调性，更好彰显老城厢的乡愁

记忆、烟火气息、独特韵味。

市领导还来到浦东新区唐镇小

湾村察看。这里的村民房屋结构老

旧、犬牙交错，基础设施和公建配套

不健全，计划以“城中村”改造改善

村民居住生活条件。陈吉宁分别走

进村民和外来租户家中，了解村宅

现状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情况，在

村委会听取“城中村”改造项目推进

工作汇报。他说，城市更新既是民

心工程，也是发展工程。要把让人

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注重解决好

安全、居住、公共服务和职住平衡等

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以城市更新

的有效推进为城市未来发展拓空

间、增动力、添活力。

每到一处，陈吉宁都与区里、街

镇及居村干部深入交流，听取他们结

合一线实际，探索城市更新、旧房改

造的经验做法和可行路径，询问还有

哪些困难和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解

决。他说，要坚持从实际出发，依法

依规、综合施策、多措并举，积极探索

创新符合当地实际的城市更新新模

式新机制，为老百姓算好综合账、长

远账尤其是品质提升账。要耐心细

致做好群众工作，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依靠群众、动

员群众，为了群众、造福群众。

调研期间，陈吉宁主持召开座

谈会，听取浦东、黄浦两区和市住房

城乡建设管理委、市房屋管理局、市

城市更新中心等关于“两旧一村”改

造、分类施策持续推进住房领域城

市更新、探索可持续改善市民居住

条件新路径等工作汇报，同与会同

志深入研究讨论城市更新推进中的

裉节问题。陈吉宁说，要进一步深

化对城市更新工作的认识。准确把

握城市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把城市

更新作为落实城市总规的过程，作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作

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作为拓

展城市空间、强化城市功能、提升城

市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

深入探索新形势下城市更新的新路

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化模式

创新，加强政策供给，充分调动发挥

各方面积极性，解决今天问题的办

法要为明天的发展腾出空间。要加

强统筹，完善上下协同、条块结合、

精准高效的工作机制，确保城市更

新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为城市

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

理提供支撑保障。

市领导朱芝松、张为、张小宏参

加相关调研和座谈。

按照市委主题教育工作安排和大兴调查研究部署，专题调研城市更新工作，
要求不断优化工作方案创新工作机制

陈吉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在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深入群众中体察民情

探索建立更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

4月下旬，正是黄草的生长阶

段；再过几个月，到了炎热的夏季，

就是黄草的收割季节。经揉软、晒

干等处理后，它们就可以作为徐行

草编的原材料使用。

徐行草编，产自秀美的嘉定徐

行。出世于唐代、兴盛于明清，这门

古老的技艺经过无数人的灵巧双

手，一直传承到了今天。2008年，

徐行草编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2018年又入选第一批国

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

王勤，就是“徐行草编”上海市

市级传承人，干这行已经30多年。

从小就是心头所爱
黄草一般茎高约2米。要学会

黄草编织，看起来并不难,但要让它

变得更有价值，却不是一件轻而易

举的事。要心无旁骛埋首于这门技

艺中，更是难上加难。而王勤，几十

年如一日醉心于其中，草编是她的

事业，也是她心头所爱。

还在上小学时，王勤年幼的心

就被黄草编织拴住了。在奶奶、外

婆、妈妈的熏陶下，很快掌握了黄草

编织技艺，而且进步神速，可以用与

日俱增形容。到了上中学时，大人

手里的草编活，她都能拿得起来，也

能拿到市场上出售了。

随着年龄增长，王勤的编织技

艺水平也一天天攀升，可她从未满

足过。王勤无疑是有天赋的。有一

次，她拿着作品去向黄草编织设计

大师计学成请教，计大师当即指出

这件作品不足之处。王勤回家之后

反复琢磨修改，第二天，当她再次把

作品拿给计大师看时，对方已经找

不出毛病了。

2014年，王勤传承师傅计大师

的衣钵，正式接手徐行草编名师工

作室。凭借出色的技艺，近年来，王

勤荣获了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嘉定工匠、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工

匠等荣誉称号。

立体编织焕发新生
去苋、开劈、染色、搓绞、模具、

编织……经过这些步骤后，看似普

通的黄草，在王勤灵巧的双手中，仿

佛有了生命力。“做草编的手不能涂

护手霜，手又经常泡水，比较粗糙。”

一边说着，王勤一边示范草编技艺。

作为新一代传承人，王勤在传

承中不断创新，探索从传统平面编

织转向立体编织，将草编与其他元

素进行融合，使传统草编焕发出新

的生命力。“草编可以与漆器、木

器、瓷器等结合，做成摆件装饰类

作品。此外，我们还采用不少新兴

技术，把传统工艺与现代元素相结

合。”在“传艺春晖”徐行草编展示

厅，你可以见到花纹精细的草编包

包、拖鞋等作品。步入中间区域，

一座草编的“中共一大会址”、一艘

草编的“红船”格外引人注目。“这

是我们为了庆祝建党百年编织而

成的作品，我们与同济大学合作，

先通过3D打印技术建模，再根据

模型开展编织装配。”王勤介绍，

“3D打印技术运用到这类大型草

编作品中，也是我们的一次探索和

尝试。”

希望被更多人喜欢
徐行草编将浓郁的乡土风情、

流动的生活气息和柔美的诗情画意

融为一体，充满当地特色，兼具手工

织品的自然美、艺术美，也有很高的

实用价值。如今，王勤全身心投入

草编的传承与推广中，把这门手艺

传给更多青少年。王勤深知，要使

草编文化发扬光大，仅靠个人的力

量是渺小的。她经常组织相关志愿

者培训和手工编织比赛等，扩大编

织志愿者的队伍，以提升志愿者们

的黄草编织技能。为更好地传承和

发扬，王勤还录制了《海派百工》等

十多部教学片和纪录片；还主动参

与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等培

训指导活动70多次，受训人次达1

万2千多人。徐行草编，不仅走进

学校开设了课程，还走进了中华艺

术宫、美术馆，被更多年轻人喜欢。

开设传承人培训班，尝试草编

服装走秀……今天的王勤，手握柔

韧的黄草，一边传承技艺，一边编织

未来。“不少老一辈村民来展馆参观

后，回去又把早年的一手草编技艺

重新捡拾了起来，传给家里的年轻

人。”她说，“一步步传承下去，我们

还有很多路要走。”

本报记者 杨洁

新征程 新奋斗

非遗徐行草编传承人王勤探索传统工艺与现代元素结合

一边传承技艺 一边编织未来

■ 王勤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本报讯（记者 郜阳）今
天，在2023年“中国航天日”

主场活动启动仪式上，国家

航天局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

布了中国首次火星探测火星

全球影像图。

本次发布的影像图为彩

色，包括按照制图标准分别

制作的火星东西半球正射投

影图、鲁宾逊投影图和墨卡

托投影加方位投影图，空间

分辨率为76米，将为开展火

星探测工程和火星科学研究

提供质量更好的基础底图。

天问一号任务获取的包括影

像图在内的一批科学探测数

据，将为人类深入认知火星

作出中国贡献。

据悉，天问一号任务环

绕器中分辨率相机于2021年

11月至2022年7月历时8个

月，实施了284轨次遥感成

像，对火星表面实现全球覆

盖。地面应用系统对获取的

14757幅影像数据进行处理

后得到火星全球彩色影像

图。科学研究团队通过火星

高分影像，识别了着陆点附近

大量的地理实体，国际天文联

合会根据相关规则，将其中的

22个地理实体，以中国人口

数小于10万的历史文化名村

名镇加以命名，将中国标识永

久刻印在火星大地。

据介绍，天问一号探测

器于2020年7月发射，经历

202天的奔火飞行进入环火

轨道。2021年5月，着陆巡

视器降落在目标着陆点，祝

融号火星车开展巡视探测。

至2021年8月15日，火星车

完成90个火星日的既定探

测任务后，继续实施拓展任

务，已累计巡视探测358个

火星日，行驶1921米，目前

仍处于休眠期。至2022年6

月29日，环绕器实现全球遥

感探测，目前已运行超1000

天，状态良好，继续在遥感使

命轨道开展科学探测，积累

原始数据。首次火星探测任

务一步实现火星环绕、着陆

和巡视探测目标圆满完成。

此外，任务携带的13台载荷

累计获取原始科学数据

1800GB，形成了标准数据产

品。科学研究团队通过研

究，取得一批原创性科学成

果。相关原创性成果已在国

内外权威学术期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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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河北省平山县）；
古绛（山西省绛县）；
郑集（湖北省宜城市）；
齐都（山东省淄博市）；
胡襄（河南省柘城县）；
窑店（陕西省咸阳市）；
马集（山东省菏泽市）；
五星（河南省濮阳市）；
杨柳青（天津市杨柳青镇）；
漠河（黑龙江漠河市）；
周庄（江苏昆山市周庄）；
天柱山（安徽潜山市天柱山镇）；
古田（福建龙岩市古田镇）；
文家市（湖南省浏阳市文家市镇）；

平乐（四川省邛崃市平乐镇）；
鲁克沁（新疆鄯善县鲁克沁镇）；
文家市穹丘 以附近的环形地貌
“文家市”命名；
窑店穹丘 以附近环形地貌“窑
店”命名；
漠河穹丘 以附近环形地貌“漠
河”命名；
齐都沟 以附近环形地貌“齐都”
命名；
窑店沟 以附近环形地貌“窑店”
命名；
文家市方山 以附近环形地貌“文
家市”命名。

22个地理实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