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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记者从在普陀区举办的泰州姜
堰溱湖湾旅游推介会获悉，2025泰
州姜堰溱潼会船节将于4月6日举
行，届时将邀海内外宾朋相约溱湖
湾，看会船、游溱湖、逛古镇、尝八鲜。
姜堰区位于江苏省泰州市，总面

积857.8平方公里。溱潼会船是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传南宋时期，
岳飞率领的岳家军与金兵激战溱湖
后，当地百姓每到清明时节撑船祭奠
阵亡将士，久而久之，便演绎成现今
的水乡民俗。每年清明节后，数百船
只、上万船民齐聚十里溱湖，场面十分
壮观，被誉为“世界最大水上庙会”。
姜堰每年有60%的绿色农副产

品销往上海、60%以上的企业与上

海建立了合作关系、长三角地区
60%的游客来自上海。随着姜堰加
速融入上海“一小时都市圈”，沪姜
两地各方面合作将越来越紧密。
姜堰与普陀，虽分属苏沪两地，

但地缘相近。普陀区是连接长三角
的枢纽门户，两地以会船为媒，共塑
文旅品牌，将会船元素与半马苏河
沿岸相关元素有机结合。依托“生
态+康养”模式，联袂打造长三角疗

愈旅居目的地，吸引更多都市人群
走进水城水乡、追觅“诗和远方”。
此次姜堰区面向全社会公开发

布溱湖湾文旅融合发展集聚区、溱
潼镇新城区康养小镇、溱潼古镇历
史文化街区、鹊仙岛甜蜜街区、姜堰
古罗塘文化休闲旅游聚集区等5个
重点招商推介文旅项目。
近年来，姜堰区大力实施“旅游

兴区”战略，累计发放促进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奖补资金近两千万元。活
动现场，姜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冒
云介绍迭代升级后的促进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政策措施“2.0版”和春季
旅游优惠政策，为投资商、旅行社、
游客送上福利满满的“大礼包”。

现场还举行了上海—姜堰合作
项目签约仪式，一批文化、旅游、教
育、商务合作项目成功签约。

本报记者 解敏

本报讯（记者 鲁哲）今天上
午，上海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在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开幕。
上海市职业技能大赛是本市

规格最高、规模最大、项目最多的
综合性职业技能竞赛。本届大赛
以“技能造就美好未来”为主题，由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青浦区
人民政府主办，共设置101个比赛
项目。101个项目中，世赛选拔项
目59个，体现了全球科技进步和

新兴产业变革中的技能发展布局；
国赛精选项目40个，主要包含从
业人员规模大、技能通用性强、竞
赛组织成熟的代表性项目，这些项
目在技能人才培养中发挥着基础
作用。
此外还有2个上海特色项目，

上海城市推荐官项目立足上海建设
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战略定位，着
力提升旅游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和
职业素养；职业指导师项目着眼于

就业优先战略实施，致力打造职业
发展指导专业工作队伍。
主办方介绍，赛事项目的设置

聚焦本市“3+6”重点产业领域、
上海市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职业
（工种），结合本市重大战略部署、
重要产业发展，紧跟新技能发展趋
势，全面服务本市加快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积极布局数字经济新赛
道需要。
大赛以区为单位，各区组建参

赛代表团，组织辖区内在沪央企、市
属国企、行业协会、院校等单位参
赛，采取“主赛区+分赛区”“技能比
赛+展示互动”的办赛机制，吸引近
千名选手同台竞技。

23日至24日，技能展览展示
活动也在青浦主赛区同步举行。9
个展示区域里，既有航天器铰链机
构装调、虚拟焊接培训等先进制造
技术展示，也有人形机器人、仿生机
器狗等人工智能技术展示，还有糖

艺/西点、烘焙、烹饪（西餐）等生活
服务类世赛项目技能展示。技能
展览展示活动旨在让更多观众特
别是广大青少年朋友能够体验技
能、了解技能。
大赛将为今年9月在河南省郑

州市举办的第三届全国职业技能大
赛选拔参赛选手，也为明年上海举
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积累经验、
打好基础。
上海市副市长陈杰出席活动。

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让水
生态环境“高颜值”向“高价值”转
化。昨天是第三十三届世界水日，
上海市首单生态清洁小流域水土
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在浦东森
兰落地。
当天，上海森兰外高桥商业营

运中心有限公司与上海格莱恩体
育有限公司就“上海市浦东新区森
兰湖生态清洁小流域4.7公顷区域
水上运动及附属设施3年经营权”
完成交易签约，成交价格105万元，
上海交易集团（上海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体育资源交易分平台）颁发
交易凭证并见证签约仪式。
以生态清洁小流域为具体展

现形式的水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在
浦东森兰湖的成功落地，标志着上
海在探索生态资源市场化路径、推
动“两山”理论实践创新方面迈出
关键一步，成为上海市水生态产品
价值转化的“破冰”范例。

让生态价值可量化
环境好了产业活了
森兰湖生态清洁小流域位于

浦东新区北部，临近外高桥保税
区，面积5.74平方公里。经过多年
的绿地建设、水系治理、生物多样
性保护等措施，区域内水土保持生
态产品涵盖了物质供给类的水产
品；调节服务类的水源涵养、土壤

保持、物种保育、气候调节、固碳增
汇、释氧、减轻面源污染；以及文化
服务类的旅游康养（水上运动区、
帐篷露营区）、休闲游憩、宜居环境
等，使这块热土成为上海的国际生
态社区，以及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的“后花园”，为绿色城市水土保持
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典范。
森兰湖生态清洁小流域通过

系统实施水环境治理、生物多样性
保护、绿色空间提质等措施，区域
内水质稳定在Ⅲ类以上，生态系统
生产总值（GEP）核算达1.48亿元，
将区域的固碳释氧、水土保持、气
候调节、文化服务等功能转化为可
交易资产。此次交易以权威第三

方的核算和评估为基础，以“上海
市浦东新区森兰湖生态清洁小流
域4.7公顷区域水上运动及附属设
施3年经营权”的文化服务的标的，
率先探索了水生态环境“高颜值”
向经济发展“高价值”的转化。

未来更多可能
拓展生态产品交易类型
此次转化是上海落实《水利

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人民银
行关于建立健全生态清洁小流域
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的意见》（水保〔2024〕249号）文件
精神的重要实践。政府通过搭建
交易平台、制定核算标准、引导企
业参与，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
社会发展协同共进。此次成功转
化不仅激发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的积极性，更通过生态反哺机制为
区域绿色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据悉，浦东将进一步挖掘、探

索水环境、水资源在物质供给、调
节服务和文化服务方面的经济价
值转化点，拓展生态产品交易类
型，把生态优势切实转化为看得
见、摸得着的经济效益。

上海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今天上午开幕

个项目吸引近千名选手竞技

水生态环境“高颜值”
转化成经济“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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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

姚明最近建议，未成

年 人“ 息 屏 24小

时”。我们家积极响

应，每周六带娃去图

书馆。去年上海市

为民办实事，建了

157个儿童友好城

市阅读新空间，小区

附近就有几个。硬

件没话说：装饰活泼

温馨，儿童桌椅舒

适，书架高度放低，

主题活动丰富。体

验几次后，却发现5

个细节的友好度，还

差那么一点点。

一是开放时间

太随意。家附近的

一个阅读空间，软硬

件都不错，可开张没

几个月就暂停了，说是“功能调

整”，到现在还大门紧闭。

二是分类偏成人化。分为

文学、语言、天文、地理、生物、化

学、农业、卫生等类别，分别用一

个英文字母表示。娃想找一本

爱看的书，还要先学“成人密

码”。没按年龄段分，也没按立

体书、漫画书、洞洞书、童话书等

孩子更感兴趣的类型来分。

三是品种良莠不齐。书籍

数量挺多，但经典儿童读物和绘

本比较欠缺。有孩子抓着《奥特

曼》和《柯南》不肯撒手；我家娃

挑了一本《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男

孩》，这类“成功学鸡汤书”，自然

是从头翻到尾，啥都没记住。

四是服务态度堪忧。少数

工作人员，大概是心情不好，看

到孩子稍有点吵闹，就白眼相对

或高声呵斥，让人想起学生时代

某些暴脾气的老师。

五是活动时段尴尬。主办

方精心设计了一些儿童主题活

动，但好几次安排在下午三四

点，参与率可想而知，不会是相

关工作人员想早点下班吧？

从一米高度打造儿童友好

阅读空间，需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很不容易。硬件达标是起

点，软件服务是关键。要真正和

孩子们换位思考，既从“一米高

度”看世界，也从“一米深度”想问

题：比如新空间首先应物尽其用；

可按年龄和兴趣分区，找书更方

便；多选经典读物，多展示优秀传

统文化；微笑服务再多一些；活动

时间更贴合孩子作息……

硬件够“硬”，软件够“暖”，

儿童会感觉更友好。

加速融入上海“一小时都市圈”

泰州姜堰邀你看会船游溱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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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首单水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落地浦东

中老年人的慢病管理，除使用药
物控制外，现在又多了一条路径——
在社区医生指导下开展科学运动和运
动训练软件辅助办法。3月21日，静安
区护工服务协会主办的静安区公益创
投项目“家医小助手，运动助复健——
社区慢病管理赋能行动”，在天目西路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动，项目
面向辖区“家门口”150名自愿报名的50
岁以上的家庭医生签约居民，免费提供
个性化运动训练医疗处方及相关医疗
配套，初期到医院现场接受医生指导，
进行运动训练，后期也可以选择居家
训练，同时接受医生指导随访。这样
的运动康复训练，能帮助参与者提升
心肺功能或控制慢性疾病，减缓或避
免慢性疾病并发为其他病征的进程。

本报记者 张龙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