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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记者 刘毅

9 月 11 日是古尔邦节，同济大学
第一附属中学校园里刮起了一股“民
族风”，来自内地新疆高中班（以下简
称“内高班”）的 250 余名新疆学子盛
装打扮、载歌载舞，与学校老师们一起
欢庆佳节。今年 9 月，该校刚迎来第
三批内高班的新疆学子，这也是杨浦
贯彻实施内高班政策的第三年。

“内高班”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政
策，目的是培养少数民族优秀人才，促
进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增进各
民族大团结和凝聚力。学生均通过考
核从新疆各地选拔，主要对象是农牧
民家庭的孩子。据了解，上海共有14
所中学开设内高班，同济一附中是杨
浦区唯一一所开设内高班的中学，目
前该校共有内高班学生253名。

为切实把内高班政策贯彻落实
好，区委区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学校高
度重视，不仅对饮食、住宿、环境、教育
做足“功课”，更在促进本地与新疆学
生之间的相互了解、学习、包容和情感
交流方面进行创新尝试，通过“混班
制”、“千里家访”、“反哺教育”等方式
来培育学生的民族团结意识，促进民
族大融合。

不远千里来求学
每天中午和傍晚，走在同济一附

中校园里，只见一张张充满异域风情
的脸孔略带着羞涩的笑容从眼前掠
过，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校长
好！”“老师好！”远远就能听见他们热
情而礼貌的问好，有些人站在十几米
开外的地方朝师长挥手打招呼。

他们就是从新疆不远千里来到杨

浦求学的内高班学生。“他们是坐绿皮
火车从乌鲁木齐来上海，一坐就是40
多个小时，火车上没有空调，还经常停
电。遇到慢车还得熬60多个小时，相
当于三天三夜。”同济一附中校长阮
为，对这些孩子求学之艰辛感触颇深，
他说，如果是来自和田、喀什、克州、阿
克苏等南疆四地州的学生，还得先坐
大巴车到县城，再坐火车到乌鲁木齐，
然后转战上海，要比乌鲁木齐市的学
生整整多走约 2000 公里，“这是上海
本地学生难以想象的”。

目前全校约有1200名学生，其中
内高班学生 253 名，占总数的近四分
之一。阮为介绍，内高班学生主要是
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回
族、蒙古族，也有汉族。这些学生当中
有60%以上来自南疆的农牧民贫困家
庭，他们均通过统一的招生考试被录
取，学制4年，第一年为预科。

内高班学生求学不易，国家也投
入了大量的财力、人力、物力，为他们
提供优越的学习生活环境。“他们只需
交纳数百元基本学费，其余生活学习
的开销均由国家承担。”阮为说，内高
班有专门的宿舍生活楼，生活用品一
应俱全，甚至还有钢琴等乐器供课外
娱乐，新疆特派老师会24小时照顾学
生的生活起居。

因考虑到新疆学生的饮食习惯，
学校专设了清真食堂。咖喱牛肉、孜
然羊肉、手抓饭……这些具有民族风
味的饭菜不限量供应，孩子们可以随
时到窗口添饭添菜。为了保证口味的
正宗，学校专程从新疆、甘肃等地找当
地厨师来掌勺。据了解，食堂开设之
初，区民宗办工作人员特别到现场勘
察，根据民族风俗和饮食习惯，在食堂

和周边环境的布置方面提供指导意
见。食堂所用的食材也非常讲究，必
须到民宗办指定的供销点去采购。

老师与学生亲如一家
从2014年起，每年都有80余名内

高班学子来到杨浦。每年新生来到学
校后，都会上“特殊的一课“——参观
杨浦旧城区。“看到上海也有这么贫困
的地方，有些学生感受很深，就会懂得
更要好好学习，将来回报社会，‘这一
课’就有了教育意义。”同济一附中内
高班管理处主任许伟康说。

按以往他校的做法，每届预科班
新生将被分为 2 个班进行学习，但为
了更好地保障教学效果，同济一附中
增加师资力量，在原来的基础上增设
了1个班。学校的党员干部还与学生
结成对子，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利用
课余时间给他们补课。面对内高班教
学管理的任务压力，学校和老师们付
出了大量时间、精力和心血。

内高班学生每年只有暑假才回
家，其余时间均实行封闭式管理。为
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学校下了很大
功夫，比如带学生外出参观、课外学
习、举办做风筝、捏泥塑、学茶艺活动，

“节假日会带他们外出，比如参观国歌
广场，感受上海、杨浦的发展。新疆的
孩子能歌善舞，我们还买了很多民族
服装和乐器，供学生们娱乐。”许伟康
说，学校还专门为新疆孩子们成立了
舞蹈队、足球队，内高班孩子的足球水
平很高，今年还将参加全国的内高班
比赛。

内高班的老师把大多数时间都给
了新疆孩子，就连春节也与孩子们一
起度过。“春节我们的宿舍楼里会挂灯

笼、贴对联，晚上还会一起吃饭、看春
晚、唱歌跳舞，非常热闹。”许伟康说，
自从接手内高班以来，每年除夕都没
有回家吃上团圆饭。虽然辛苦，可跟
孩子们在一起是件特别快乐的事。内
高班的学生对老师既尊重又热情，“能
感觉到他们把我们当成亲人，我们也
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照顾和教育。”
许伟康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维吾尔族
语的小手册，他随时翻阅，学习一些常
用的维语。

今年，在教育部门的统筹安排下，
学校老师专程到新疆进行了“千里家
访”，深入了解学生家庭情况，与学生
家长沟通交流。“这次家访感触很深，
以前有些孩子小小年纪就在家放羊，
甚至有些很早就结婚了。现在他们有
更多求学的机会，对未来充满了期
望。”许伟康说，内高班学生学习进步
很快，目前60%的学生在各个班级里
担任班干部。

“混班制”做教育“加法”
根据市教委相关要求，考虑到民

族班教育的特殊性，2014 年，在区教
育局的提议下，杨浦建立了内地民族
班建设与管理工作联系会议，推动区
相关委、办、局、街道（镇）和学校发挥
各自的职能，形成了促进杨浦内地民
族班建设与管理工作的整体合力，提
升了杨浦区内地民族班教育工作的质
量。同时，教育部门与学校也在内高
班的创新教育上不断探索。

据了解，从第一批内高班学生开
始，同济一附中就实施了“混班制”，
预科结束后 60%的新疆学生被打散
到各个班级里，与本地学生共同学
习，这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并不多见。

“我们的内高班是全开放式的，这样
更容易让新疆与本地的孩子互相交
流、学习，让他们成为好朋友，融合度
非常高。”校长阮为说，其实，新疆学
生的到来也给本地孩子很大的震撼，
新疆学生能吃苦，热爱学习，勤学好
问，这些都是值得杨浦孩子学习的地
方。内高班不仅是培养新疆学生，也
是培养本地学生的民族团结、民族融
合的意识，把“反哺教育”这一课上
好。接下来，学校还准备让新疆学生
与本地学生“混寝”，以及带新疆学生
访问本地学生家庭，派本地学生到新
疆家庭去做客。

高二年级的阿克娜热丽来自新疆
乌鲁木齐市，去年，她获得“上海市优
秀学生”荣誉称号。两年前拿到同济
一附中录取通知书的一幕，她仍历历
在目，“当时太高兴了，上海是我一直
向往的城市，能到这里学习简直太幸
福了。”阿克娜热丽开心地说，在这里
生活充实而舒适，课余活动也很丰富，
宿舍楼里有各种乐器可供演奏，还能
通过宿舍电话经常与家人联系沟通。
她所在的班级共36人，其中4人是新
疆学生，在她眼中，上海本地学生“很
可爱很开朗“、“每个人都有很个性，还
多才多艺”，而最令她感到开心的是大
家对她很包容、很热情。阿克娜热丽
现在还交到了一个非常要好的本地朋
友。她希望将来能考入上海的大学，
继续在上海学习发展。

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杨浦
内高班的创新教育方式也得到了市教
委的肯定。新疆学生到这里来是做

“加法”。各民族都有各自的特点，相
互尊重了解、学习、包容，才能促成民
族团结与融合。

■ 见习记者 叶佳琦 文/摄

本报讯 9 月 17 日至 18 日，“绿
地集团杯”上海市第二届市民运动
会“杨浦杯”门球总决赛暨中国门球
冠军赛上海赛区选拔赛在杨浦体育
场举行。比赛由上海市第二届市民
运动会组委会主办，上海市社会体
育管理中心指导，杨浦区体育局、上
海市门球协会承办，上海市老年人
体育协会门球委员会、杨浦区老年
人体育协会、杨浦体育场、各分赛区

协办。
据悉，门球作为今年上海市民

运动会的重点赛事项目之一，目前
已举办了上海市门球锦标赛、冠军
赛、争霸赛、区县选拔赛、邀请赛等
一系列赛事，得到了各区县、各街镇
的普遍欢迎和广泛参与，基层门球
队就近参赛，切磋球技，共享门球欢
乐，充分体现了本届市民运动会“全
民参与、全民运动、全民健康、全民
快乐”的宗旨。

本次比赛分为团体赛和趣味赛

两项，有来自全市的 90 支队伍共计
1652名运动员参赛。经过两天的激
烈角逐，最终虹桥一队、普陀万里、普
陀长征三支球队获得了团体赛的前
三 名 。 他 们 还 将 代 表 上 海 参 加
2016－2017 年度中国门球冠军赛总
决赛。

■ 见习记者 叶佳琦 文/摄

本报讯 9月19日，杨浦交警支
队对辖区内道路上违法乱停车现象
进行了集中整治，查处了一批违停
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还对一些“僵
尸车”进行了拖走处理。

上午9点，记者随杨浦交警支队
的鲁警官来到惠民路上巡查，一辆
违法乱停的车辆引起了记者的注
意，这辆白色轿车的车前挡风玻璃
上赫然贴着两张违法停车告知单。
鲁警官告诉记者，他早上7点来此巡
查时发现了这辆违停车辆并开具违
停告知单，然而两个小时过去了此
车依然纹丝不动地停在这里。

记者凑近一看，其中一张竟是9
月 17 日由静安交警支队开具的罚
单，然而车主并未引以为戒，19日上
午依然在杨浦肆意违停。鲁警官告
诉记者，此车主并未将两天前的这
张罚单撕下收好而是任由其贴在车
窗上，还从静安开到杨浦继续违停，
此举就是为了制造出刚被交警贴过
罚单的假象，企图蒙混过关。由于

迟迟不见车主，交警只得将其车辆
拖走。

执勤民警随后在巡查中又查获
了多起驾驶员行驶过程中不系安全
带、小客车私自改装用来装货、临时
车牌已过有效期却还在行驶等违法
现象，当场予以拦停进行处罚。处
罚过程中记者了解到，驾驶员大多
都认识到自己的交通违法行为，他
们就是抱有一种侥幸心理。

区交警支队刘警官介绍，自从
今年 3 月份全市开展交通违法大整
治行动以来，杨浦区道路上目前的
违法停车现象总体上已得到很大的
改善，成效显著。接下去，杨浦交警
还将继续加强整治力度，巩固整治
效果，希望将遵守交通法规深入每
位市民的意识中，杜绝道路不文明
现象，为市民出行提供安全保障。

今年9月，本区同济一附中迎来第三批内高班的新疆学子——

做足“功课”用心培育促融合

“杨浦杯”门球总决赛收杆 杨浦交警集中整治违法停车
团体赛前三名将代表上海参加中国门球冠军赛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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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

建设睦邻家园 推进社区自治
延吉新村街道延吉四村睦邻家园居民自治理事会纪事

复旦大学国关学院教授 刘建军

延吉新村街道案例非常经典和
令人感动。杨浦过去几年基层治理
有两大突破，一是在街道和居民区之
间以睦邻中心为载体平台建设重要
突破，会成为中国社区建设的教案，
带动政府和社会资源进一步向基层
下沉；二是睦邻家园自治理事会，在
居委会与居民之间架起沟通的桥
梁。这两个突破，对于上海街区制的
功能完善改革功能释放非常重要。
目前需要做的事情，是把睦邻点、睦
邻中心等要素串联在一起，实现“睦
邻中心”向“睦邻社区”发展，推动杨
浦的基层治理社区建设取得更大突
破。这将代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与中国文化相匹配，杨浦如何实现这
一突破对未来的社区治理非常重要。

睦邻家园自治理事会是睦邻社
区非常重要的构成要素。中国的社
区到底是什么样的形态？睦邻社区
的探索代表了政府和社会各界对社
区的关怀，一是畅通了社情民意，催
生了“政社互动机制”的建立，对于将
来中国社区治理的完善有决定性的
意义，也符合十八届四中全会对社区
治理由“政府负责”向“政府主导”转
变的相关精神要求。二是优化了社
区治理，推动社区自治组织从“活动
性”向“功能性”转变，密切社会关系、
强化社会联接，解决社区管理的各项
难题，降低政府治理成本和负担。三
是加强了居民自治，延吉四村的座椅
改造，就像静安区中心花园“一把凳
子催生了妈妈俱乐部”，鼓励将来上
海社区治理与社会民主相结合，从

“营造社区”到“营造人”，培养有责
任、有义务的社区公共助理，努力打
造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上海社区。

■记者 周琳 张维维

2010年，延吉新村社区第一睦邻
中心在延吉四村建成开放，历经六年
发展，已经成为“家门口的百姓会
所”。2013 年，在社会组织专业指导
下，居委会、居民代表、志愿者、社工
代表等共同参与，建立了延吉四村睦
邻家园居民自治理事会。通过理事
会这一平台，协调、解决了一系列社
区的矛盾纠纷，筹划、举办了一批形
式内容丰富多彩的活动，展现了社区
居民的风采，成功凝聚了社区正能
量，形成了“社区是我家，管理靠大
家”的自治氛围和“睦邻友好、守望互
助”的家园文化。

延吉四村居委会成立于 1987
年，小区以售后公房、商品房为主，
共有63个居民楼组、1771户居民，老
年人口比例为 32.5%。居民结构以
教育系统职工为主，因此小区居民
参与社区建设与管理的热情很高，
维护利益的意识很强，但长期以来
缺乏一个正规、系统的渠道和平台，
睦邻家园居民自治理事会在这样的
背景下孕育而生。2013 年，由居委
会牵头，社会组织提供指导，延吉四
村睦邻家园居民自治理事会建立了。

成立之初，遇到了一些问题，如
“理事会成员如何筛选？”、“理事会
组织结构如何搭建？”、“理事会处理
社区事务的范围如何界定？”等。针
对这些问题，居委会邀请社会组织、
居民代表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讨
论，探索出三项措施应对：

采取“四推荐一票选”推选理事

会成员。“四推荐”指的是“居民推
荐、党员推荐、居委干部推荐、社

会组织推荐”；“一票选”指的是“住
户业主无记名票选”。经过一套严
格的推选程序，选出的理事会成员
让各方满意、居民信服。

优化组织结构。理事会均设理
事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常务理事及
理事。其中理事长由居民代表担任，
秘书长由社会组织负责人担任，常务
理事则吸纳业委会负责人、物业经
理、居委会干部、社区团队负责人等
参与。理事会下设6个专业委员会，
与居民需求对接，开展相关服务。

做好“八小”工作。“八小”工作
指的是：1、调解邻里小纠纷；2、清理
楼道小杂物；3、解决居民小问题；4、
纠正居民小陋习；5、维护社区小设
施；6、宣传科普小知识；7、提出工作
小建议；8、履行监督小职能。充分发
挥“小组织、大作为”的理事会功能，
增强群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畅通了社情民意。今年，街道
办事处启动了睦邻广场建设，起初
居民都很支持欢迎。但在施工进场
时，居民却提出对广场的花坛设计
不满意，甚至对施工队有了抵触。
但施工时间紧，居民意见杂，一时
间，双方僵持不下，施工现场的脏乱
又引发次生矛盾，怎么办？理事长
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召开专题协
调会，全体理事、居民代表、居委会，
共同参与讨论，对讨论结果予以汇
总。紧接着，理事长找到街道职能
科室、工程队，就讨论方案不断磋商
完善，最终制定了各方满意的修建
方案，公示后居民都表示认可。广
场建设很快恢复施工，现在的睦邻
广场环境优美，每天吸引不少居民
前来活动，老少和睦、其乐融融，成
为了展示睦邻文化的一道风景线。

优化了社区管理。宠物扰民是
居委会整治环境的难点，也是居民
矛盾的焦点。理事会中有位成员养

了三只狗，在文明养宠上一直以身
作则，并积极指正别人的不文明养
宠行为。在大家的鼓励下，2014年，
这位理事会成员作为带头人成立了

“萌宠俱乐部”，招募了31名会员，每
名会员都是文明遛狗的志愿者、检
查员和巡视者。俱乐部制作了“遛
狗须知”公告牌，设立在小区三个大
门及中心广场的醒目位置，在每幢
居民楼的大门内墙上张贴文明小标
语，随时提醒遛狗者自觉遵守萌宠
公约。遇到因宠物扰民引起的摩擦
争执，俱乐部会员都会及时充当“老
娘舅”。俱乐部还请来犬管办的警
官为会员开展科学养狗知识讲座。
每月还召开例会，交流养宠心得。
经过两年的努力，小区基本消除了

“宠物扰民”现象。
强化了居民自治。小区25号大

楼门口有一处门庭，平时居民都喜
欢搬张椅子在这里停歇聊天。久而
久之，破旧座椅随意堆放问题严
重。有居民希望整改，有居民反对
整改，还有居民怕费用多不愿整

改。各方诉求难以统一，怎么办？
通过理事会牵头，业主齐聚一堂，讨
论整改方案。许多居民自告奋勇担
当志愿者，降低了整改费用，最终摊
派到每家的费用只需要30元。方案
一经确定，居民分头行动，楼组长负
责挨家挨户收钱，一些居民负责联
系厂家，量尺寸、买涂料、定长椅，一
些居民动手铲墙面、安装长椅，一些
居民送来了饮料、点心，整个大楼都
行动起来了。十天后工程完毕，居
民们在门庭内挂起了彩色气球，就
像自己的新家装修完成一样，欢乐
愉悦的友好自治气氛在大楼蔓延。
现在，居民们都很爱惜这些椅子，因
为这是社区共同的“家产”。

“睦邻家园一小步，社区自治一
大步”。通过三年运作，睦邻家园居
民自治理事会已成为居民区党总支、
居委会领导居民自治、居民参与社区
治理的议事平台和新途径，提升了居
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在表民意、
汇民智、纳民情、聚民力方面起到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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