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眼 让农村公路有“颜值”又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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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白天上班、晚上

学艺”正在成为沪上青年的生活新时尚。在

昨天举行的上海青年夜校年度大展上，团市

委发布上海共青团青年夜校服务青年发展计

划，提出未来一年将向各区配送不少于200节

优秀夜校课程，每年开办不少于50节思想引

领类课程、不少于100节职业进阶类课程，服

务青年成长发展。

AI职场加速器、自媒体剪辑、非遗手工、

沪语教学、黑胶导赏……花样繁多的夜校课

程有的帮助年轻人提升职场竞争力，有的

则助力“解锁新技能”。《AI创新创作课堂》课

程一经推出，名额在3小时之内便被一抢而

空。从提示词的撰写到AI工具的使用，同学

们跟着老师，利用工具将一张图片慢慢变成

一组图片、一段视频，最前沿的“新质生产力”

变得触手可及。走进《当西方遇见东方——

黑胶文化融合导赏》的课堂，则又像回到了

往昔。用学员们的话说，看着黑胶碟在留声

机上一圈圈转动，放上探针，“有一种深沉的

岁月感”。

活动的现场主持人之一沈伟是名艺术咨

询公司的青年白领，通过2个月的“主持表演”

课程学习，沈伟在舞台表演、语言组织、情感

表达、大众演讲等各方面不断提升自己，成为

夜校优秀学员。“青年夜校让我们可以跳脱原

有的生活模式，去探索另一种有趣的生活方

式。”沈伟说。

有意思的是，夜校也成为年轻人参与社

区管理的新平台，不少年轻人从“夜校搭子”

成为“自治搭子”。例如，普陀团区委在夜校

所在社区探索建立了青年社群。和畅公寓、

中岚居等青年人集聚的新居住空间，建立青

年自治委员会、青年议事厅、功能型团组织，

鼓励学员朝着“从一个人住到一群人共同生

活”的社区生活新目标而努力。

据悉，下一步，团市委将继续坚持寓引领

于服务，不断健全“2+16+X”青年夜校分布体

系（即打造市团校、市青少年活动中心2个市

级枢纽型青年夜校，建设16个区级标杆型青

年夜校，培育“X”个人气足、效果好的特色型

夜校），每年开展“我最喜爱的十大夜校课程”

评选，选树宣传优秀夜校课程事迹案例，支持

优秀夜校课程向更多青年中心配送开办。

“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成新时尚
上海发布青年夜校服务青年发展计划

今年是中国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十周
年。“四好农村路”建设即在建设好、管理好、养
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方面下功夫，即便在上
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乡村仍然是城市重要
的组成部分。建好管好乡村公路，对提升乡村
居民的幸福感、促进乡村振兴意义重大。

不久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的
中国农村公路发展》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
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扬表示，农村公路大
面积的联网已经基本完成，下一阶段进入高质
量发展。他提到，现在农村公路的新能源车也
多了，出行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针对这一特
点，将重点加强农村公路沿线服务设施建设，进
一步拓展停车、购物、旅游、充电等服务功能，推
动提升城乡客运均等化服务水平等。

农村公路是覆盖范围最广、服务人口最
多、公益性最强的交通基础设施，是农村地区
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交通方式，对于服务农
民出行、增进民生福祉、改善人居环境、促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

十年来，包括上海在内的我国农村公路建
设取得很大成绩。上海市持续推进农村公路提
档升级改造，累计完成    公里。上海    年
度为民办实事项目——农村公路提档升级改造
项目已经   %竣工。全市农村公路提档升级

改造项目竣工里程达   公里，涵盖 个行政
区，   条道路，超出既定“   公里”目标。

提档升级主要对道路路基、路面、桥梁、附
属设施等进行改造，进一步提升路况技术指标，
改善路容路貌和路域环境，实现农村公路“提
质”“提速”“提标”，全面提升道路服务水平。

升级的是道路，通达的是民心。松江区
中辰路是中山街道工业区一条南北走向的重
要道路，随着近年来附近企业开发建设、通行
车流量的增加，中辰路路面破损情况严重。
该路通过提档升级，提升了路网品质，方便了
周边园区、企业职工的出行。

朱连路南路位于“上海乡村振兴示范村”
连民村，道路两侧多为村庄、农田、民宿，是进
出连民村的重要干道。因道路沿线车流量
大、农污改造等原因，路面病害较多，存在安
全隐患。提升后的农村公路从保障通行向

“畅、安、舒、美”迈进，为村民出行提供更加便
捷、舒适的条件，整体路域环境也得到了提
升，村民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直线上升。

农村公路的建设让农民群众出行从“走得
了”变成“走得好”。一批批幸福民生路、生态旅
游路、产业致富路不断涌现，与乡村振兴同向发
力、同频共振，带动路衍经济融合发展。金山区
漕泾镇长堰路提档升级工程在方案设计之初，

就着力打造旅游+宜居的生态环保理念。长堰
路沿途设置了 万平方米景观绿化设施，路边设
置了智慧路灯，行道树选种四季树叶颜色变换
的娜塔栎。路边的藕遇公园、尚品书院、休闲水
庄，为市民游客提供了田园观光体验。

在上海，农村公路提档升级了，农村公路
上的公路驿站也陆续投入使用。公路驿站不
仅服务于驾乘人员的旅途需求，也是公路风
采的亮丽名片、地方文化的生动展台。在这
里，有融入自然风光的观景平台，有传承民俗
的手工艺品展示区。截至目前，全市农村公
路共设  处公路驿站，让人们在旅途中也能
感受家的温暖和安心。

比如，嘉定北新村公路驿站位于华亭镇北
新村徐村   号。公路驿站内设有免费停车
位、临时休息区、茶水区、阅览室、娱乐区、厕所、
充电、卫生中心等配套设施，为来往司机提供免
费服务，成为过往司乘人员休憩的“港湾”，是满
足周围市民出行需求的重要“补给站”。

每一条农村路，都和老百姓的出行息息相
关，代表着乡村治理水平和服务能力。新时代
新征程，农村路建设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
提供更高水平的服务，真正把民心工程做实做
细，让每一条农村公路既有“颜值”，又有“温
度”，为和美乡村新画卷添上亮丽“线条”。

12月7日至8日，“海 ·派 张园时尚文

化周”中国青年设计师时装秀亮相茂名北路

限时步行街，王逢陈、陈安琪、安博、金佳祺、

链子（余昌晟）、史艳六位优秀青年设计师以

张园建筑主色调与设计线条为灵感，以百年

石库门建筑群落为背景，展示来自中国本土

的时尚力量。

时装秀的中心舞台以石库门建筑的

“门”为主要造型，模特们穿梭于百年建筑之

间，从一道道“门”中走出，演绎沪上摩登

风尚。 本报记者 周馨 摄影报道

“海 ·派”时装秀
亮相百年石库门

本报讯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上午会见

了美国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

邹骥一行。

陈吉宁说，中共二十大擘画了中国式现代

化的宏伟蓝图，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和改

革开放的前沿窗口，上海坚定不移深化高水平

对外开放，致力于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一流营商环境，以发展环境的长期性、稳定性、

可预期性，不断深化与全球机构和企业的开放

合作，共享现代化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能

源基金会是环保领域知名专业性公益慈善组

织，在应对环境与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可持续

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上海加快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理念和方向相契合，

希望更好发挥基金会专业优势和桥梁纽带作

用，把长远目标和当下行动更加紧密结合起

来，围绕能源体系、交通体系、绿色低碳供应链

体系构建以及绿色金融支持等，推动国际经验

交流互鉴，开展更多务实合作项目，共同为增

进人类福祉、推动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邹骥一行表示，此次在华举办“中国气候周

暨能源基金会来华25周年庆典”活动期间来沪

交流探讨和明确下一步合作方向，正是因为上

海是基金会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实践地，在推

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方面的成效令人印象深

刻。将更好发挥平台作用，当好桥梁纽带，建立长

期联系，围绕清洁能源、低碳技术、绿色建筑、产

业发展等分享国际经验、推动开放合作，携手应

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更好实现可持续发展。

市领导李政参加会见。

12月17日，“2024上

海台北城市论坛”将在台

北市举行。从2010年至

今，“双城论坛”已连续成

功举办了14届。上海与

台北两市通过这一平台在

经济、教育、医疗、环保等

领域互学互鉴、共同进

步。作为历届“双城论坛”

的重要议题，城市更新，特

别是水岸经济以及滨水区

域的规划一直是沪台两地

共同的关切。日前，记者

采访了上海建筑设计研究

院副总建筑师、城市更新

院院长邹勋，他讲述了上

海与台北在这一领域的交

流与合作。

“上海有黄浦江和苏州

河，台北也有淡水河、大汉

溪、新店溪，滨水规划和发

展对两市都极为重要。”邹

勋说，上海和台北两地在城

市更新方面，尤其是近年

来在滨水区域的建设、更

新上互相学习、各自努力，

核心目标和宗旨就是为了

提升城市环境质量、市民

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作为上海滨水规划的

最新案例之一，位于徐汇

滨江的GATEM西岸梦中

心，在3个多月前刚刚启

用。邹勋指着西岸梦中心

南区一组巨大的筒仓告诉

记者，包括这些巨大水泥

筒仓在内的水泥厂工业设

施如今已经被改造成了商

业体最具特色的建筑群。西岸梦中心南区

的设计团队，其中就有台湾籍设计师的加

入，而沪台两地城市滨水空间更新再造的

探索，从2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

1998年，台湾建筑师登琨艳在上海成

立设计工作室，带来了老旧建筑或废弃工

业区的改造的经验，运用到上海老建筑以

及沿河沿江工业区改造中。他的工作室位

于苏州河畔，是由老旧仓库改造而成，吸引

很多人参观，继而纷纷效仿。在2004年因

“工业建筑保护再生”苏州河项目，登琨艳

获联合国该年度“文化遗产保护奖”。其

后，他又作为黄浦江畔杨浦滨江旧工业区

改建工程的顾问，将杨浦电站辅机厂改造

成了滨江创意产业园，成了上海“一江一

河”工业带改造最早的探索尝试之一。

“包括滨水空间改造在内，沪台两地设

计师有太多领域可以实现合作交流。”邹勋

举例，上海金茂大厦是将中国传统元素融

入现代建筑的经典案例，而台北著名地标

101大厦同样也是借鉴了中国传统楼阁式

木塔的斗拱元素，可谓殊途同归。从中华传

统文化中挖掘优秀基因，将其运用到建筑设

计中，成为承载文化的新载体，更好服务本

地市民，上海与台北都给出了自己的答卷，

并将在未来继续取长补短、交流互鉴。

本报记者 李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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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吉宁会见美国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邹骥

共享现代化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

屠 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