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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志愿者解决难题
今年85岁的张阿婆平日里独自一人居

住，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基础性疾病，需要

长期服药治疗，腿脚也多有不便，配药、取药

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大难题。如今，有了潘

龙华的帮助，张阿婆不再烦忧了。

潘龙华是一名代配药志愿者，主要服务

横召村5组的村民，张阿婆就是服务对象之

一。目前，横召村共招募了7名代配药志愿

者，每人负责不同的片区，定期为村里25名老

人提供代配药服务。

“大家都是多年的邻居，很愿意加入到志

愿队伍中，为老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横

召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支文芳说，“除

了帮忙代配药，志愿者还会与老人谈心聊天，

帮他们做家务。”

“需求账单”变“幸福清单”
今年9月，金山卫镇以横召村、张桥村等

农村偏远地区为试点，尝试为高龄独居、腿脚

不便的老人提供精准的代配药服务，着力将

老人的“需求账单”转化为“幸福清单”。截至

目前，已有96名老人从这项服务中受益。据

悉，随着这项服务的常态化推进，将会有更多

老人享受到优质、便捷的服务。

“通过走访调研发现，配药难是部分偏远

农村地区老人的生活痛点。为满足配药需

求，我们对老人开展了一次全面排摸，并招募

了19名志愿者，以结对帮扶的形式，每月至少

为老人开展一至两次的代配药服务。”金山卫

镇社事办主任张彦琦介绍，结合全要素赋能

“微格治理”工作法，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将有

需求的老人按微格细分，并把志愿力量精准

下沉到微格，持续开展常态化的志愿服务。

依托“四库”联动找问题
问题找得准、对策落得实是主题教育整

改整治工作的重要要求。事实上，解决偏远

农村地区高龄老人配药难问题正是贯彻落实

这一要求的生动实践。

据了解，主题教育开展以来，金山卫镇依

托调研信息库、整改问题库、12345市民服务

热线库、信访反映问题库“四库”联动机制，定

期排摸、深入查找群众反映强烈、影响高质量

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并列出整改清单，将偏远

农村地区高龄老人配药难、部分窗口工作人

员大综合受理能力不足、镇级儿童服务中心

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等10个问题列入专项整

治计划。其中，涉及党支部建设、民生保障、

人居环境的4个问题已完成整改。

下一步，金山卫镇将继续聚焦短板弱项，

实现从“整改一个问题”到“回应一批民生关

切”“化解一类风险隐患”“形成一批政策举

措”的整改目标。

通讯员 周倩 本报记者 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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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云）徐
汇“南大门”开建大型TOD

商业综合体。昨天，徐汇华

之门广场正式奠基，总开发

体量近28万平方米，预计于

2027年落成，将成为上海中

心城区南部最大的购物中心

之一。此外，华泾门户功能

区管委会同日揭牌成立，并

发布多个重点项目。

据介绍，未来，随着北杨

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建成，华

泾门户功能区将吸引更多高

层次人群入住，大华泾地区

辐射人口将超过30万人、新

增开发体量将超过300万平

方米。华之门广场是华泾门

户功能区重要的大型TOD

商业综合体，建成后将是上

海中心城区西南部最大的购

物中心之一，承担着补齐徐

汇南部地区高品质社区商业

缺口的任务，将成为特色鲜

明、错位竞争的商业综合体。

华之门广场所在的华之

门商务区规划用地规模约

36公顷，建筑面积约77万平

方米，是徐汇“南大门”建设科

创重镇的重点项目，涵盖住

宅、办公、酒店、商业、社区与

教育等多元功能业态。在“华之门共建共治联

盟”的统筹协作下，华之门商务区将整合优势资

源、凝聚各方合力，以高质量载体、高品质服

务和高效能政策，吸引优质企业和高端人才，

强化商业核心，助力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1—2030年已被确立为联合国“生态

系统修复十年”。从陆地的热带雨林和草地

到河口近海的海草床和海藻林，植被是地球

上诸多生态系统的基础，发挥着生物多样性

维持、碳固持、调蓄洪泛等一系列关键生态功

能。因此，修复植被通常是退化生态系统修

复的关键，对通过开展生态系统修复促进生

态文明建设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具

有重要意义。

传统上，植被生态系统的修复常围绕治

理植物入侵等外部干扰、改善水土环境开展，

或者通过种植目标植物加速植被恢复，认为

植被恢复后，植食动物、捕食动物也会按营养

级自下而上逐步自然恢复（上行效应），即生

态修复中的“梦境假说”。然而，长期以来，许

多基于上行效应的植被修复工程并不成功，

或长时间之后仍不能恢复至自然植被状态。

如何破解这一困境、更高效地推进植被修复，

是生态系统修复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11月3日，国际综合性期刊Science以封

面论文发表了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

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

长江河口湿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

究站贺强教授团队的研究成果，通过构建和

分析包含64个国家、2594组实验的全球动物

消费者效应数据库和全球植物互作与恢复数

据库，在全球尺度上系统研究了植食动物对

植被恢复的下行效应、调控因素及管理措施。

研究发现，植食动物对全球范围内的许

多植被恢复具有强烈的下行效应。在处于恢

复阶段的退化生态系统中，植食动物对植被

多度和多样性的影响，往往显著不同于相对

未受干扰的自然生态系统。在自然生态系统

中，植食动物通常抑制植被多度，提高植物多

样性；而在处于恢复阶段的退化生态系统中，

植食动物对植物多度的抑制作用通常更为强

烈，并转而显著降低植物多样性。植食动物

对植被恢复的这种抑制作用，对人工种植的

植被及在水生生态系统中尤为强烈。

研究还发现，在处于恢复阶段的退化生

态系统中，植食动物对植被的下行效应更易

受到气候、植物功能群、植食动物功能群等因

素的影响。在气温更高、降水更少的地区，植

被恢复会遭受更为强烈的植食效应；相比土

著植食动物，外来入侵植食动物、家畜可更强

烈地抑制植被恢复；虽然植食动物强烈抑制

土著植物的恢复，但通常不显著影响外来入

侵植物的多度。此外，进一步比较分析不同

管理措施发现，通过暂时去除植食动物或重

引入捕食动物来控制植食作用，可使植被多

度恢复增大约1—4倍。这种增效作用常不

弱于甚至显著高于控制竞争植物、配置互惠

植物等管理措施的增效作用。

该研究阐明了动物下行效应在植被恢复

中的关键作用及气候等调控因素，为何时、何

地、如何管理下行效应以提高植被恢复的成

效提供了新见解，为破解生态修复的“梦境”

之困提供了新思路。该研究表明，管理植食

作用等下行效应将有助于这些大型植被恢复

工程的优化推广，也为近年来有关通过恢复

食物网结构而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和自维

持能力的“营养级再野化”倡议提供了实证

支撑。 本报记者 张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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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生态修复“梦境”之困
复旦大学贺强团队研究成果登上 封面

近日，金山区金山卫镇横召村村民潘龙华来到张阿婆家中，接过她的
医保卡、就医记录册、药物清单，前往村卫生室为她配药。仅用了约半小
时，潘龙华就将药品送到了张阿婆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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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综合性期刊Science以封面论文发表

复旦大学贺强团队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