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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与市民面对面谈“低碳生活”

杨浦区特级校长、特级教师联谊会揭牌成立
凝聚“特级”力量 助教师成长

日前，2014年上海市“安怡杯”健康广场舞（操）大会海选活动，在杨浦体育活动中心举行，各街镇的中老年广场舞
（操）优秀团队共聚一堂，舞出精彩，不时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其中长白新村街道获得最佳组织奖。 ■记者 刘瑾 摄

60余户商户达A级以上标准

中英高校师生联合设计营落幕

边角料“变身”创意实用作品

■记者 毛信慧

本报讯 4 月 22 日是世界地球
日。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人
们对环境问题越发关注，“低碳”一词
也频频见诸网络和各类产品介绍。然
而，低碳究竟是什么，低碳的生活方式
能给环境和个人健康带来哪些改变？
地球日当天，上海市健康大讲堂走进
杨浦，以“低碳生活方式，保护你我健
康”为主题，邀请多位业内人士为市民
答疑解惑。

粗放的经济是罪魁祸首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

授、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生导师戴
星翼自称是“坚定的碳减排支持者”，
他表示，所有的国际大都市必须是低
碳的，因此低碳可以说是国际大都市
的通行证。

他认为，城市在当今世界是碳排
放的主体，从宏观角度分析，一座城市
要实现能源升级，必须使其经济运行
的整体效率提升到能够承受相应成本
的水平。他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
型，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自主创新能
力的增强，是能源升级的前置条件。
以产业升级为能源升级开拓承受空
间，以稳步的能源升级推进经济发展
方式转型，应该成为低碳城市的一项
重要策略。”

此外，有志于在新能源领域建功立
业的城市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
他举例说，欧洲丹麦等国在拥有坚实
的研发和制造实力的前提下，约付出
15年的努力，才使风电成本从常规电
力的十几倍下降至接近后者的水平。

在优化能源结构的同时，戴星翼
强调，低碳城市需要控制对能源的需
求和提高能效。低碳城市应该是用尽
可能少的碳排放，为人民群众创造尽
可能高的福利，由此导致两个要求：一
是城市设施确实向市民提供充分的效
用，而不是面子工程或政绩工程；二是
设施的寿命应该充分地长。

戴星翼以机场建设为例，说：“有
的地方建了新的机场，宣称采用了各
种低碳技术，能节约多少度电，但‘低
碳’不是这样衡量的。要知道，建一座
机场，不管它的技术多么低碳，总是不
可避免地在建造中使用大量的钢筋、
水泥、石化产品，而这些都是高耗能、
高排放、资源消耗型的产品。”戴星翼
认为，与其花大量资源建造一座新的

“低碳机场”，不如想办法延长一座现
有机场的使用寿命和使用率。“我们要
建立一种以全生命周期成本核算和其
他量化管理为基础的政策体系，不能
仅仅看采用了多少低碳技术。”

低碳要靠市民自发参与
个人可以做些什么来减少碳排放

呢？戴星翼认为，“养成良好的生活方
式，避免一切导致脏乱差的行为，避免
健康损害后的高成本是低碳的。”他强
调，要让老百姓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
最重要的是要让人们自觉行动起来，
能够依法捍卫自己的环境权益。

他以垃圾分类举例，如果是政府
直接管到每一个人，监督每个家庭每
天进行垃圾分类，显然成本太高，也缺
乏可操作性。现在，政府部门投入了
大量精力，给居民发放垃圾袋，街道、
居委会配合宣传，但居民自觉的垃圾
分类仍没有真正实现，政府还要请一
些志愿者来完成最终的分类。“这个过
程，说到底还是因为缺乏社会组织的
参与。”

他认为，要让老百姓主动参与到
环境保护中来。第一，要有一定的强
制性，个体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世界
上所有在垃圾分类上取得成功的城
市，一定的强制性制度都是必不可少
的。”第二，要找到适当的责任主体。
研究表明，社会组织的介入往往可以
有效地降低管理成本，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比如，业委会就是一个很好
的社会组织，是一个承担责任的主
体。在垃圾分类问题上，社区完全可
以交给业委会去管理，让业委会征求
所有业主的意见：垃圾分类是分还是
不分，合格的分类可以免交垃圾处理
费，让业主们自己选择，通过一个民

主决策的过程，制定一定的规则，然后
去执行。那么政府又扮演什么角色？
政府可以奖惩监督。譬如，你这个小
区垃圾分类做得好，达到了环保的效
果，我就奖励你；如果做得不好，我就
罚你。这样一个良性的社会机制就形
成了。”

绿色健身低碳出行
低碳出行除了能降低对环境的影

响，还有益身体健康。本市全民健身
热线首席专家、上海体育学院教授陆
大江也来到现场，结合健康出行，给市
民健身支招。

他表示，体育锻炼能提高抗病能
力，增强体质，其中尤以“绿色健身”为
佳。他解释说，“绿色健身”就是利用
公园、城市绿地、低碳生态环境和文化
休闲设施从事体育运动。

相较于别的运动方式，陆大江在
“绿色健身”中尤其推荐步行，他借用
美国医学学会的一组数据说，经常行
走的人很少患心脏病，若每天行走30
分钟，一周步行3小时以上，可以降低
35%至 40%患心脏病的风险；一周运
动 7 小时以上，可降低 20%的乳腺癌
罹患率；一天行走1小时，对II型糖尿
病患者有 50%－60%的预防治疗效
果。“即使无法每天空出一段时间健步
走，利用短时间走路积累也可以有一
定的成效。”

陆大江还将步行分为：早锻炼步
行、上班步行、吃饭前步行、买东西逛
街步行、观光步行、晚间步行、遛狗步
行、家庭步行、约会步行、跑步机步行
等。“一般而言，正常步行为每分钟50
米到79米，约每分钟走100步，步幅约
为自身身高减去100厘米，大约每30
步消耗 1 卡路里；快速步行为每分钟
80米到120米，约每分钟125步，步幅
约为自身身高减去90厘米，大约每23
步消耗1卡路里。”陆大江介绍，“正常
步行和快速步行的呼吸方式也有所不
同，前者要做到2步1吸、2步1呼；后
者要做到4步1吸、4步1呼。”按他计
算，一个人想要减去1公斤的体重，需
消 耗 7000 卡 路 里 ，即 需 正 常 步 行
210000步，快速步行161000步。“行走
时，配合均匀而且深的呼吸，摆动双
臂，大步快速前进，会取得良好的健身
效果。”

“俗话说‘坐比睡好，站比坐好，走
比站好’，可见，日常身体活动非常重
要。”陆大江说，“做家务、走楼梯等等，
这些都属于日常活动，包括去超市买
东西。我曾对一个去超市购物的 50
岁妇女做过统计，我观察到，她一小时
内在超市里举起篮子，拿上拿下共80
次，其中包括她想买卷筒纸，拿起一个
比对价格，然后又放下来，而如果到健
身房里面她不会拿一个哑铃上下 80
几次的。”

■记者 刘竹一

本报讯“学生”和“教师”是教育
最本质的核心，教师专业成长更是
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十年来，
杨浦教育在此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
索和实践。4月17日，区特级校长、
特级教师联谊会揭牌成立，为本区
高端人才的发展搭建了交流展示平
台，旨在增进区内高端人才的信息
沟通和彼此了解，将共同的教育理
想和使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以名学校为‘龙头’带动、以名
校长为中坚引领、以名教师为示范
辐射”，早在 2003 年，杨浦就率先启
动“三名”工程建设，形成具有杨浦
特色的“高端”人才队伍建设格局。
通过创新高端人才管理和带教策
略、设计高端人才培训和发展平台
等措施，不仅保证了全区 8000 多名
教师的专业化成长，也培养了一支
有较高知名度的八百人的教育领军
人才队伍。目前，全区共有在职特
级校长 12 名、特级教师 28 名，有市

“双名”基地11 个，第一届区名教师
工作室11个，区学科带头人84名，区
骨干教师264名。

特级校长、特级教师是杨浦教

育的领军人物，他们是否能够发挥
出“正能量”将直接影响到高端教育
人才培养的实效和整个师资队伍的
高位发展。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当下，如何继续用好杨浦拥有
的特级校长和特级教师这批宝贵资
源，保持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冲劲，进
一步发挥他们在基础教育改革中的
作用是我们正在认真思考、努力探
索的课题。”

当天新成立的区特级校长、特
级教师联谊会，目的正在于此，该负
责人补充说，“我们将致力于将其打
造成杨浦教育创优、创智、创新基
地。希望通过联谊会更好地凝聚

‘特级’们的力量，发挥团队的教育
智慧，为基础教育的发展提供新的
思路。”

联谊会成立后，每学期将组织1
至2次主题联谊活动，开展区域内或
区域间学科专题研讨交流，并支持
特级校长、特级教师进行教育教学
改革实验和教育科学研究，推广宣
传特级教师的理论研究成果和相关
经验，此外，还将承接市、区教育教
学项目，协助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的
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研究，为杨浦师
资队伍建设和教育发展出谋划策。

■记者 郑潇萌

本报讯 4 月 22 日，区商务委联
合区信息委、区旅游局、区商联会、
区企联会在沪东工人文化宫召开
2014年杨浦区商旅企业诚信（服务）
工作会议。会议全面总结了2013年
杨浦商旅企业诚信（服务）工作，并
对2014年工作进行部署。

商旅行业作为社会服务“窗口”，
诚信建设就成为提升优质服务的载
体。在2013年区域商业服务创先争
优活动中，由杨浦推荐上报产生上海
著名商标1户，上海名牌企业1户，上

海商业十大杰出人物1人，全国商业
服务先进个人2人，上海商业服务品
牌柜组2户，上海商业服务品牌个人
2人，上海商业销售能手1人。

此外，2013 年全区信用评估队
伍不断壮大，资信评级水平也有所
提高。全区商旅行业经过企业自主
申报、联合征信、资信评估单位评
估，完成信用等级评估共78户，较去
年 61 户净增 27.87%，其中 A 级以上
达标60余户，较去年增长38.6%。同
时，14 户商户被评为 2013 年度区商
旅企业“信用管理示范企业”，47 户

“诚信企业”。

本报讯 供流浪猫休憩的猫舍、
宠物粪便的回收装置、以厨余垃圾供
养阳台蔬菜的种植系统、赋予不同人
物性格的各色灯具……作为“中英高
校师生联合设计营”的成果，由中英
12所设计院校41名师生以废弃物为
原料、分组完成的 13 件绿色创意作
品，自本周起在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
院展出，将持续至5月15日。由此，
为期 10 天的“中英高校师生联合设
计工作营”也落下帷幕。

在同济创意工坊里，PVC塑料、
橡胶等工业边角余料，有机玻璃展架
等商展废料，以及居民家中废旧物
资，经中外学子简单切割和组装，渐
渐蜕变成一件件既充满创意、又具实

用性的低碳艺术作品，令人称奇。
经评委对这些作品从“原创性、

材料利用度、外观美感、量产适应性、
团队合作”等多方面进行考量，“最佳
商业化、最佳创意奖、最佳团队合作
奖、最佳推广奖、最佳功能奖、最佳材
料运用奖、最佳成本奖、最佳环境友
好奖、最佳社区设计奖”9大奖项一一
颁授给这些设计作品。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的龙珂
宇与拉夫堡大学的同学采用PVC塑
料、瓶盖及社区回收的电器连接线，
合作完成的“宠物粪便的回收装置”，
此次荣获“最佳社区设计奖”及“最佳
环境友好奖”。他说，在社区调研中，
发现缺少专门回收这类垃圾的装置；

它既方便清洁人员将此类垃圾分类
处理，让人远离细菌，还可回收用作
花草树木肥料。

“这次设计营最大的亮点是与凉
城社区的合作，不仅为同学们的创意
与设计提供了一个真实的情境，而且
在设计进行过程中，社区居民一直是
重要的参与者。”评审委员会主席、同
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娄永琪教
授点评说。

联合设计工作营中，英方有包括
林肯大学、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
院等在内的5所设计院校，中方有同
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中央美术学院
等7所院校。中英师生被编为13个
国际联合设计小组。 ■黄艾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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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践行群众路线

定海路街道十九棉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陈素英为居民“代言”

长白新村街道安图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裘人君五年如一日

服务居民用心做事用情待人

■刘竹一 祖之 刘瑾 文/摄

一头干练的短发，衣着朴素，乍看
之下，陈素英和其他居委会干部没两
样。她嗓门不大，语速也不快，与居民
讲话“慢笃笃”的，如和风细雨。上下
班路上，她会和遇到的居民亲切地打
招呼，买菜时常会被居民“缠”着聊一
路。十九棉居民对陈素英的评价就是
一个字：“服”。

凡事喜欢冲在“第一线”
1996 年 7 月，陈素英来到定海路

街道工作，作为前上海沪东织布厂准
备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她对定海有着
深厚的感情。从企业到基层，岗位在
变，但她的工作热情始终没变，有人将
她形容成一杆“冲锋枪”，凡事喜欢冲
在“第一线”。

十 九 棉 居 民 区 所 辖 的 平 凉 路
2767弄是建于1949年的老式平房，小
区里有许多人家四代人同住在 20 平
米的房子内，就好似挤在“鸽笼”。前
几年，距小区一步之遥的地方要新建
保障性住房，施工的噪音、污水、垃圾、
扬尘等问题为居民出行造成诸多不
便，还有新旧房屋的鲜明对比，让住房
条件本就不好的居民们心生怨怼。

一次，一位居民走在路上被兜头
浇了一盆脏水，使得居民和施工方之
间本就紧张的关系更加恶化。了解情
况后，陈素英第一时间“冲”到工地，与
施工单位“理论”，将其为居民带来的
困扰悉数罗列，一同探讨解决办法。

通过反复沟通，施工单位为居民
行走通道安装了护棚，防止建筑材料
落下砸伤居民，同时新添了路灯，方便
居民夜间出行，并承诺文明施工，仅在

早8点至晚8点间进行会产生噪音的
施工项目，另外，居民区党总支还与施
工单位共建，工人高空抛物、乱丢衣
物、乱堆建筑垃圾等情况明显改善。

陈素英觉得，既然做了“小巷总
理”，就应该真诚倾听群众的呼声，为
居民“代言”，将他们的急、难、愁看在
眼里，放在心上，并且付诸于行动。

她的话居民爱听
尽管陈素英说话慢条斯理，却格

外有说服力，居民们总是很乐意找她
谈心。有一回，小区里有两个兄弟矛
盾激烈，因为听说“陈书记做事公道牢
靠”就找上了她。

原来，这户人家有兄弟三人，在上
海工作的老大有自己的房子，老二、老
三自1980年从农村插队回沪后，同住
在平凉路 2767 弄内过世父母留下的
房子里，但之后因为各种矛盾争吵不
断，经常为了“谁缴水费”这样的小事
而翻脸。了解两人情况后，陈素英多
次为他们进行调解，但她很快发现，兄
弟两人不出三天又会发生新的口角，
房子问题解决好才能真正“治本”。

“你们是一母同胞的兄弟，这样天
天恶言相向太伤感情，我给你们一个方
案。”陈素英改变策略，主动上门，但话
没说完便被打断：“我们不要方案，要房
子。”陈素英也不介意，接着说：“同在屋
檐下不能和睦相处，那么你们其中一人
不如离开房子，但另一人要给予一定
补贴。”经劝说后，兄弟二人态度松动，
可又开始为“谁去谁留”的问题争执，
好不容易弟弟愿意走，但狮子大开口，
要价很高，调解再度陷入困境。

为此，陈素英向社区法官咨询如何
界定合适的价格。根据社区法官的建

议，她请来房管所帮忙估算房子市值，
在此基础上谈妥了价格，兄弟二人又
请陈素英在办理出户手续的过程中代
为保管钱款，直到弟弟将全家户口迁
出，此后兄弟二人关系终于慢慢修复。

心里有“三本帐”
社区工作18个年头，陈素英有着

丰富的经验，但她始终认为，身为书记，
仅仅做好自己的事是不够的，她要求所

有居委会干部“团结，团结，再团结”。
“除了政治素质，居委会干部最重

要的应该是为人素质，要值得居民信
赖，居委会内部首先就不该有矛盾。”
每次居委会来了新干部，陈素英都要
带教3个月，她认为，居委会干部心里
要有“三本帐”：要熟悉小区里的组长、
党员骨干；要掌握社区特殊群体家庭
的情况；要了解刑释解教人员等需要
重点关注、帮助的对象。

居委会干部虽然是“芝麻官”，但
是一点大意不得，陈素英总是严格要
求着自己，耐心地指导着新人。“要时
刻提防‘信任危机’，一旦我们在居民
面前不尽力而为，他们会逐渐丧失信
任；如果竭尽全力依然无法帮他们解
决 问 题 ，那 就 说 明 本 领 还 学 得 不
够。”陈素英说，“社区里没有惊天动
地的大事，都是家常小事。但每件都
很重要。”

■应沈漪 祖之 刘瑾 文/摄

在这个价值选择多元的时代，有
人推崇安逸舒适的生活，有人选择勤
奋拼搏。在长白新村街道的安图新
村，有位被亲切称为“25小时书记”的
小巷总理，她就是不图安逸、五年如一
日甘于为居民办“小事”的裘人君。

2009年，在上棉十七厂工作了31
多年的裘人君走上安图新村党总支书
记的岗位，居委会的工作完全是陌生
的，初次“上岗”的她背着思想包袱，谦
虚地给老居委会干部们当起了徒弟。

“居委工作要有心有情”——这是
裘人君给自己立下的第一条规矩：

“心”就是用心做事，“情”就是热情待
人。她把碰到居民颔首微笑、看到老
人嘘寒问暖当作工作的第一堂必修
课。“走出家门就要转换角色，时刻牢
记自己的身份和肩上的担子。”裘人
君如是说。

一切从零开始，五年来的“有心有
情”换来了认同，裘人君成了安图新村
居民的“娘家人”。

居民的事再小也不能忘
“我当居民区书记，碰上了难得的

世博会，碰上了 10 年一次的人口普
查，小区天然气、二次供水改造……这
份工作干了快 5 年了，碰上的故事比
过去在单位三十几年还要多。”

裘人君谦虚地说，自己做的都是小
事，不值一提。但在居民区，如果不把
居民的事情放在心上，不把这些“小事”
当成“大事”，这个书记是当不好的。

安图新村有2800余户家庭，居民
5000 多人，多的就是说不尽、也做不
完的繁琐事。居民家里漏水了要去

看；夫妻吵架了要去劝；邻里磕碰了要
去解；小区马路不平了要去协调……

“自己家的事情可以忘了，居民跟你提
的、再小的事情也千万不能忘。”这些
几乎填满这位小巷总理工作日程的大
小事，一件件得到解决。

76岁的居民郭永新说，他住的老
房子因年久失修，供水泵曾两次出现
故障，周边居民苦不堪言、怨声连
连。居民区书记当仁不让，得知后当
即揽下了问题。裘人君与街道、小区
物业、业委会等多方协调，跑东找西联
系更换新的供水泵。抱着好事一定要
办到底的理念，她和居委会干部们对
比排摸供水泵的品牌、技术水平和耗
能等级，坚持优中选优，“选最划算
的”，最终圆满解决了近400户居民的
断水问题。

“25小时书记”不仅工作日忙，节
假日也常常被打乱节奏。有一年的国
庆节，裘人君正在闵行区的亲戚家里
话家常，听说小区里有位孤老发起了
高烧，病情严重，裘人君当即赶回杨
浦，将老人送进医院，和居委会主任轮
流陪夜。一位老党员的儿子染上吸毒
恶习，老党员怒其不争、痛不欲生。裘
人君没有放弃，硬是要从他儿子身上
找“闪亮点”。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
在裘人君的循循善诱下终于有了改
变。当他走进居委会，在募捐箱投下
平生第一次善款时，大家感慨万分。

“金刚钻”靠炼出来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如今

的居民区，多的是“瓷器活”，缺的是
“金刚钻”。在成为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的日子里，裘人君始终坚持淬炼着她
为民服务的“金刚钻”。

看到最近报纸上报道了梁慧丽同
志的先进事迹，一些小区居民感同身
受地说：“我们裘书记也很有梁书记的
韵味。”裘人君却不以为然，她把几篇
先进事迹的文章看了又看，想了又想，
时时找差距。虽然干居民区书记的时
间还不算长，但五年来，她积累了不少
学习资料，也擅长从班子的伙伴身上
取长补短，她在实践中边做边学、积累
经验，靠学习补回时间差。

“没事不理你，有事盯牢你，解决
事情谢谢你，办不成事骂煞你。”有些
时候，居民对居委会的态度也让不少
基层干部“胸闷”。但裘人君说得最多
的话是，“安图新村的居民真的很好”。

“三个一定”是她的秘诀：居民有
事一定要及时赶到现场；我的工作一
定要让群众感到快乐；居民得益再苦
再累也一定高兴。都说基层书记资源
少，裘人君一样也不一样。一样的是

安图新村的问题和矛盾不比别人少；
不一样的是裘人君的“三贴”让她又多
了服务居民的法宝。贴精力——全身
心扑在工作上；贴时间——工作时间
外还是工作；贴钞票——以微薄的津
贴聊补经费的短缺。

做居民区书记累不累？她说，“讲
不累不是真话，说累了也乐真是心里
话。”“25小时书记”多出来的一小时哪里
来？“靠的是动脑子、做样子、拓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