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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2024年“全能王”

全国钓鱼锦标赛（上海站），自前天在浦东老港

镇开赛后，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0名优秀

钓鱼选手参赛。

“全能王”全国钓鱼锦标赛是国家级一

类赛事，本次赛场地点设置在老港镇欣河

村，鱼塘面积30亩，可同时容纳500名选手

参赛。老港镇坚持科学生态养殖模式，在确

保水质的同时丰富鱼类多样性，为参赛选手提

供良好的垂钓环境。清澈的池塘里有鱼儿欢

快游弋，钓手在池塘上各展神通、比拼钓技，形

成了一幅“垂钓坐磐石，水清心亦闲”的美好

画面。

钓鱼赛事是老港镇发展文体旅产业一大

抓手，“钓翁之意不在鱼”。老港正全面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所有保留村全部创建上

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本次赛场所在地的欣

河村，已于去年12月成功创建上海市第五批

乡村振兴示范村，这是它第一次在全国性的

活动中亮相。欣河村通过整合农业产业和休

闲文体资源，推动现代农业和休闲文旅两大

主导产业的融合发展，引来天下钓翁“稳坐钓

鱼台”。

近年来，老港镇始终坚持围绕乡村振兴，

做好文体旅融合发展这篇“大文章”。曾经的

乡村小镇老港镇，开始朝着海滨特色小镇的方

向不断发展，除了努力打造宜居、宜业的居住

环境外，还重视利用乡村资源，打造“宜游”的

生态环境，通过一系列乡村休闲文体旅游项目

的开展，为经济发展注入无限活力。

老港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充分利

用乡村资源，举办更多赛事等文体旅活动，推

介老港镇的文化旅游资源和独特的乡村魅力，

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体验，推动老港镇文化旅

游产业的持续繁荣与发展，为经济发展注入新

活力。

■“宝宝屋”老师在和小朋友做游戏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提供临时照护服务 缓解家庭育儿困境

“宝宝屋”社区居民“暖心屋”

浦东老港举行全国钓鱼锦标赛

特色小镇“钓翁之意不在鱼”

“芯芯外婆，吾还以为侬今朝
不来了！”“哎哟，9点钟不到，伊
就辣屋里提醒吾，比吾记得还要
牢！”上午9时刚过，  岁的王东
华就在广中路上碰到了同样带着
外孙女的邻居，两个老姐妹一起
推着孙辈，边聊边往灵新小区里
的广中路街道“彩虹宝宝屋”赶。
别看芯芯才  个月大，但她已经
是“宝宝屋”里最有资历的“学生”
了，从她十个多月大起就时常跟
着外婆来“宝宝屋”玩耍。

“从一开始不敢来，到现在天
天吵着要去，宝贝在‘宝宝屋’学
到本领，越来越开朗！”王东华说，
她也从一开始的将信将疑到现在
放心脱手，“临时家里有事，把芯
芯托给‘宝宝屋’安心、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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遛娃会友 省心
水电路1013弄的灵新小区位于广中路

街道的北片区。小区入口处不远就有一幢

精致的三层白色小楼——广中路街道邻聚

力党群服务中心，市民食堂、“宝宝屋”等服

务设施一应俱全。平日里，社区居民最爱聚

在这里，老伙伴们把孙辈送到三楼的“彩虹

宝宝屋”托管，一起到一楼逛一逛市民食堂、

喝一杯社区咖啡，有时还能参加社区举办的

各类活动；小宝贝们在“宝宝屋”老师的带领

下，有时在彩虹色的室内游戏互动，有时则

到一楼秋意正浓的生境花园嬉戏玩耍。

“现代人住在楼房里，门一关不知道邻

居谁是谁。我退休后社交更少了，在家帮忙

带外孙女，围着孩子转、围着家庭转脱不了

身。现在好了，有了‘宝宝屋’，整个人轻松

不少。这里热热闹闹，也找回了些老底子的

邻里生活。”王东华还和几个外婆建了一个

微信群，一有空就一起来“宝宝屋”遛娃、聊

天，“聊聊家长里短，聊聊育儿困惑，还不用

愁每天给孩子安排什么活动，这里什么都

有。真的太省心了！”

广中路街道位于虹口区中部偏西，下辖

居民区25个，1到3岁的常驻幼儿有780多

名。目前仍在试运营的灵新“宝宝屋”，是广

中路街道的第二个社区“宝宝屋”。广中路

街道党群服务办副主任徐燕丽说：“我们选

址的时候，特意将它放置在紧邻市民驿站、

社区食堂、社区医院和灵新居民区党群服务

站的地方。有了此前的经验，我们在设计

上，给‘宝宝屋’增加了自主游戏、运动游戏

的空间和设施，成为虹口区乃至全市为数不

多的有室内功能运动区的‘宝宝屋’，希望给

幼儿提供家门口的‘成长守护’。”

看护孩子 细心
“离家近，推个车10来分钟就能到达，

而且小朋友多，宝宝逐渐就会与人打交道

了。无论是叶子老师，还是樱桃老师、秋秋

老师都非常专业。”在记者采访中，不少家

长都表达了相似的感受：离家近、老师专

业，孩子有更丰富的活动体验、能参与集体

生活、有同伴互动，让他们放心选择了“宝

宝屋”托管。

最让王东华满意的是，“宝宝屋”的老师

“比她还细心”。每天，保育员叶子老师都守

在门口做仔细的健康检查，除了观察小孩的

口腔和手部，提醒家长和孩子换上室内鞋，

她还会给孩子一个带笑的拥抱，缓解孩子的

紧张焦虑。“别看叶子老师是保育员，我们家

芯芯最喜欢她了。”王东华说。

“宝宝屋”运营方、公益组织虹口区彩虹

笔儿童康健发展中心王兰告诉记者，“宝宝

屋”的育婴师、保育员、保健老师都资质齐

全，具备幼教的专业能力，以此保证“宝宝

屋”的专业性。比如，“宝宝屋”出发点是提

供临时照护服务，为家庭提供“带娃喘息时

间”。在“幼儿优先”的理念引导下，团队也

从尊重小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与个体差异

的角度出发，不断探索适宜个体、循序渐进、

“放手”托管的合理做法。对适应性强的宝

宝可用“托管”，对分离焦虑严重的宝宝则从

安排家长同入陪伴到逐渐脱手，继而从片刻

离开过渡到分离一定时长，为顺利入托入园

做充分准备。

王东华提及，最初，芯芯就离不开她。

但在“宝宝屋”玩了一段时间后，就不需要王

东华跟在她身边了。有一次，她电话铃响

了，为了不影响“宝宝屋”活动，王东华出了

门才接听。“接完电话，我想坏了，芯芯这么

长时间没看到我，肯定在哇哇大哭！”没想

到，返身一进门她就发现，叶子老师抱着芯

芯正在高兴地玩玩具。原来，王东华刚离

开，叶子老师就留意到芯芯发现外婆不见了

还出现了情绪变化。“先和叶子老师一起玩

吧！外婆很快就回来了。”她不动声色地走

到芯芯身边，并柔声柔气地安抚，芯芯在她

的陪伴下自己玩起了玩具。就这样，芯芯在

“宝宝屋”的环境里，逐渐发展与增强着自己

的适应能力。

守护成长 暖心
和许多“宝宝屋”不同，灵新“宝宝屋”动

足脑筋，为孩子们提供运动活动的机会。“宝

宝屋”的专业照护者们，尤其喜欢带着孩子

们在一楼生境花园嬉戏玩耍，晒晒太阳吹吹

风，感知自然，感受季节变化，同时，孩子们

也获得丰富的运动机会，不仅走走、跑跑、蹲

下站起、上下攀爬等动作技能在发展，全身

协调性、空间关系的感知也获得发展。

“宝宝屋”的室内运动区域宽敞、器材

充足。走入活动室，你会发现，地面铺设着

柔软且有弹性的地垫，既能贴心保护孩子

们免受磕碰，又能给予独特的触觉体验；平

衡木似一座勇敢者的桥梁，孩子们小心翼

翼地行走其上，调动前庭觉，努力保持平

衡；高高低低的软垫，鼓励孩子挑战自我，

也提升攀爬能力。各种触觉球等器材一应

俱全，它们像神奇的魔法道具，吸引孩子与

之互动。

“感知觉发展、动作发展在儿童早期尤

为重要，我们通过‘宝宝屋’的活动，也希望

家长重视孩子们的感知觉发展、动作发展，

在家庭生活中也能给予合理的、丰富的环境

与活动机会。”王兰介绍说。“当然，孩子的发

育有快有慢，我们既向家长介绍发展规律特

点，也帮助家长发现一些孩子当前发展中的

应该引起重视的现象，科学育儿，支持他更

好地发展。”宝宝们的发展进步让家长们欣

喜，老师的针对性做法与提示也让家长们在

育儿方面获益匪浅。

2023年1月1日，《上海市学前教育与托

育服务条例》正式实施，明确“按照区域内常

住人口和需求配置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设

施”，“社区托育服务和家庭科学育儿指导服

务纳入十五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等，而如

今，“宝宝屋”已成为社区居民欢喜的“暖心

屋”，不仅呵护着孩子的成长，更缓解每个家

庭都会遇到的育儿困境。

本报记者 马丹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今天上午，由上
海国际自然保护周组委会指导，上海市绿化

和市容管理局主办的第十届上海国际自然

保护周市绿化市容局分会场“生态践行活

动”在辰山植物园启动。

仪式上发布九条CityWalk生态漫游路

线，包括一江一河、杨浦滨江、黄金城道步行

街、上海动物园等六条传统线路和辰山

植物园、上海植物园、徐汇衡复风貌区等

三条结合游戏互动的线路。市民可通过

“绿色上海—微互动—CityWalk”进入游

戏，化身为来自2224年的地球研究人员

“Maxwell”，为未来人类规划更美好的生

存环境。在漫游路线中，还融入单位附

属绿地开放、口袋公园、垂直绿化、古树

保护等生态多样性保护的内容。完成每

条线路的打卡任务还能获得绿色积分，

今后可兑换绿色课程。

国际自然保护周期间，市绿容局组织了

全市动植物园、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等开

展主题讲座等40余项60余场系列科普活

动，包括“垃圾去哪儿”科普体验活动、古猗

园“绿竹猗猗”科普课程、绿化大篷车、保护

野生动物宣传等。这些活动吸引着市民亲

近自然，亲身体验上海公园城市建设成果。

发布九条CityWalk生态漫游路线

上海“生态践行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