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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公办小学开始入学信息登记

上海到川渝将增开“白天动卧”

4 月 16 日，铁路将实施新的列
车运行图。本次调图的一大亮点
是上海至成都、重庆间白天开行动
车组卧铺列车。

上 海 到 成 都 列 车 运 行 距 离
1976公里，动车组列车运行最短时
间需要14小时21分，到重庆也至少
需要12个小时。为此，上海铁路局
精准匹配“运能+需求”格局，增开
上海到成都东D952/3、D954/1次，
上海到重庆北 D956/7、D958/5 次
白天动卧列车，不仅缓解了长三角
至西南方向运能紧张的状况，还将
大大改善长途旅客的旅行体验。

记者在12306官方手机客户端
上看到，4 月 16 日以后 D952、D956
车次的动卧票目前已经可以购
买。上海到重庆的动卧车票票价
为 750 元，而二等座票价为 509.5
元；上海到成都的动卧车票票价为
920元，二等座票价为606元。

市教委提醒，4月8日－23日，
适龄儿童将进行公办小学的入学信
息登记。在园的适龄儿童，家长在
幼儿园登记，获取《上海市小学入学
信息登记表》；未入园的适龄儿童，
家长携带相关证件，在各区指定地
点登记，获取登记表。

2017年小学招生入学对象为：
2010年9月1日至2011年8月31日
期间出生，年满 6 周岁的本市户籍
适龄儿童和符合条件的非本市户籍
适龄儿童。所有符合条件的适龄儿
童均须进行小学入学信息登记。在
园适龄儿童的家长在幼儿园登记孩
子入学信息，获取《上海市小学入学
信息登记表》。

入园适龄儿童的家长携带相关
证件，前往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指定
的登记点为孩子进行入学信息登记，
获取《上海市小学入学信息登记表》。
完成入学信息登记后，家长可通过手
机获取“上海基础教育”发出的短信。

市教委表示，4 月 23 日为本市
小学入学信息登记统计截止日，之
后不得更改入学信息。5月27日－
28 日为全市公办小学报名验证
日。各区指定的报名验证点对已填
写入学信息登记的适龄儿童以及家
长的证件进行现场核对。

另外，2017年民办中小学校招
生实行网上报名并上传照片的办
法，有意愿选择民办中小学校就读
的学生，请家长及时关注民办学校
发布的招生简章。4月24日－26日
接受民办小学网上报名；4 月 27
日－29日接受民办初中网上报名。

市民办小学统一的面谈时间为
2017 年 5 月 6 日－7 日。民办学校
招生实施按志愿分批次录取。5月
8日－9日进行第一志愿录取，5月
11日－12日进行第二志愿录取。

图为蒋宗梅正用缝纫机缝制密
密的针脚。

1925 年出生的蒋宗梅是河南新
乡县七里营镇七五村的普通村民。
这位年逾九旬面目慈祥的老太太，虽
然头发花白，背也微微驼了起来，但
走路依旧稳稳当当，穿针引线也不用
戴上老花镜，做起活来半天都不嫌
累 ，这 就 是 闻 名 乡 里 的“ 鞋 垫 奶
奶”——蒋宗梅。17年前开始每天手
工制作鞋垫并免费赠送给乡邻，已累
计送出鞋垫近3.5万双。

蒋宗梅自己居住在一个小院里，
每次有人走进小院，都会高声喊着：

“老奶奶我来了……”蒋宗梅一边应

着一边从东边的房间里走出来，要
是乡邻的人来了，她光听声音就能
知道来人是谁。不大的院子里蒋宗
梅总是自己收拾的井井有条，老人
忙招呼着来人坐在院子里聊天，夏
天的院子也不会太热，一棵老榆树
帮蒋宗梅老人撑起了一个天然的凉
棚。东屋的门总是敞着的，东屋不
大，却满满的，缝纫机、剪刀、针线、
布板、废旧布，还有两箱子鞋垫，这
就是蒋宗梅老人的工作间，平时闲
下来就在这里做鞋垫。

虽然年过九旬，但蒋宗梅老人
声音依旧洪亮，头脑非常清楚，干起
活来手脚一点不含糊：用剪刀将需
要的材料进行裁取，再用浆糊将碎
布糊成一个大布板子。等晾干后，
就拿出鞋垫模子放上去，对着剪下
来，衬上好布缝上边，最后再用缝纫
机缝出密密的针脚……一只精致的
鞋垫就“出炉”了，这是纯粹的民间
手工艺，全程不用人帮忙，连老花镜
都不戴。

蒋宗梅老人有手艺，心灵手巧，
也闲不住，年轻时就经常帮别人家做
小孩子穿戴的鞋子、帽子、老式衣服，

老人的手艺深受邻里的欢迎。在老
人70多岁时，干脆搬出了自己的老家
当——制扫帚、编小篮、做鞋垫的各
式器具，开始了自己做鞋垫的“事
业”，至今，蒋老太已经坚持了十几
年，也送了十几年的鞋垫。

“奶奶就是爱干活，一辈子也闲
不下来。”蒋宗梅的孙子宋成涛说，从
1985年起，蒋宗梅老人就开始手工制
作塑料篮子、炊帚笤帚和婴儿鞋帽
等，免费送给乡亲们。随着年龄越来
越大，干起这些工艺复杂的活计也越
来越吃力。于是，从2000年起，蒋宗
梅老人“转行”把制作相对简单的鞋
垫当成了“主业”，一年下来能做2000
多双。

蒋宗梅老人常说：“谁买双新
鞋，如果号买大了，到我这儿，给他
拿个鞋垫放里面就行了，谁来我给
谁，谁要我都给。”尽管老人生活并
不富裕，但老人不要钱，更不图钱，
一般靠每个月170多元的养老金，儿
女和孙子、孙女也经常给她零花钱，
做鞋垫的原料都是街坊邻居不要的
破衣烂衫，送给她“变废为宝”，她时
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能干活俺高

兴，看见别人垫上俺做的鞋垫，俺更
高兴！”

一双双带着老人温暖的鞋垫，更
是让穿着它走在远方的人感受到了
家乡的温暖。七五村党支部书记董
成良说：“蒋宗梅老人做的鞋垫如今
成了七五村的‘村礼’。”乡里乡亲只
要有外出求学、打工的年轻人，出门
之前一定要到蒋宗梅老人家坐一坐
聊聊天，再顺便带走几双鞋垫，一部
分自己用，一部分作为“土特产”送
给亲朋好友，大家总觉得这样出门
才安心。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蒋宗梅家里
的后辈们都很自豪。他们都把老人
当成自己的榜样，一家人和和气气，
总是盼着逢年过节能聚在一起热
闹。在蒋宗梅老人的带领下，这一大
家子其乐融融形成的好家风，也影响
着村里的许多乡邻亲友。

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镇七五村，年过九旬的村民蒋宗梅老人，从2000年开始每天手工制作鞋垫并免费赠送给乡邻，十几年来，她已累
计为乡邻送出鞋垫近3.5万双。七五村党支部书记董成良说，老奶奶做的鞋垫如今已成了七五村的“村礼”，而蒋宗梅老人也被大家亲切地
称为“鞋垫奶奶”。2017年1月，蒋宗梅荣登“中国好人榜”。

鹤发老人献余热 3万余双鞋垫赠乡邻

河蚌“领衔”四月河鲜
进入4月，可以尝鲜的时令河鲜

多起来了。记者走访市场发现，鲜嫩
肥美的河蚌已经出现在菜市场的水
产摊位上。而小龙虾、鲥鱼也将在本
月陆续上市。

俗话说，“三月螺蛳四月蚌”，河
蚌的鲜嫩肥美比起螺蛳有过之而无
不及。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滋养，此
时的河蚌肉肥味美，无论营养还是口

感都是上佳。记者近日在虹口区邯
郸路上的一家农贸市场看到，已经有
摊位出售河蚌。摊贩说，河蚌的零售
价是每斤3元。“用蚌肉烧汤，味道是
很鲜的。”一位正在购买河蚌的市民
告诉记者。

据介绍，挑选河蚌有讲究，因为
新鲜河蚌的蚌壳闭得很紧，用手不易
掰开，闻之无异臭的腥味，用刀打开

蚌壳，内部颜色光亮，肉呈白色。如
蚌壳关闭不紧，用手一掰就开，有一
股腥臭味，肉色灰暗，则是死河蚌。
此外，挑选河蚌，绝非个头越大越好。
中等个头河蚌较为鲜嫩，不会过于肥
腻。从外壳看，富有光泽，表面光滑
的，外围带有青色的河蚌，较为新鲜。

从市场上看，河蚌是一个小众的
交易品种。记者在农贸市场上兜了

一圈，发现整个市场有10多个水产摊
位，但有出售河蚌的摊位只有一个。

进入4月之后，除了河蚌之外，小
龙虾也将陆续上市。实际上，在3月
底，小龙虾已经开始零星上市。不过
据了解，批量上市要到本月下旬，目
前菜市场尚不见小龙虾的踪影。此
外，作为江鲜之一的鲥鱼，也有望在
本月上市。

上海“菜篮子”五“大”新内涵
日前，“上蔬永辉”全市17家门店

的“上海外延蔬菜基地直供摊位”正
式挂牌。由于产销直接对接，价格均
低于周边菜市场，此外，每种蔬菜的
小包装上，都贴上二维码追溯标签，
为顾客了解生产日期、产地以及批发
市场来源提供便利。

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吃得安
全放心”，消费不断升级的今天，广大
市民对“菜篮子工程”不断有新期
盼。本市在保障农副食品供得上、供
得稳、供得安全的基础上，不断变革
传统农产品流通模式，“菜篮子工程”
与时俱进，现代农产品流通网络不断
发生着新的变化。去年4个季度中，
上海肉菜流通追溯运行考核得分均
位于全国前列，分别有 39 家、26 家、
39家、40家标准化菜市场得分进入全
国前50名。

上控资源：启动蔬菜外
延基地建设

“上海菜，全国来”，上海七成以
上的蔬菜供应来自全国各地。上控
资源，在原有主副食品市外保供基地
的基础上，启动上海蔬菜外延基地建
设，让遍布全国各地的“菜园子”与申
城千家万户的“菜篮子”无缝对接，是
近年来本市“菜篮子工程”的一项重
大创新。

经过多年努力，截至目前，本市
已在全国建立食用农产品供应基地
1100个，并在东北、江苏等地落实了
稳定的主产区供沪粮源，与河南、江
苏、山东等 20 个省市 184 家规模化、

标准化、品牌化肉类加工企业建立稳
固的产销对接关系。可即便如此，
2016年初，三波寒流席卷全国，造成
上海蔬菜供应形势吃紧，“人情敌不
过真金白银，谁出价高产地就卖给
谁”的严峻现实，还是暴露出本市传
统农产品流通领域的“短板”。

一个大胆的想法由此形成，那
就是参照“虎林粮食基地”的模式，
本市着手在兄弟省市建立“上海外
延蔬菜生产基地”，从而形成紧密、
稳定的产销合作关系。2016 年 10
月，山东临沂、江苏徐州第一批 6 个
规模化外延蔬菜基地正式挂牌，总
面积2万亩以上。它们按照“上海标
准”组织生产，并在农资、检验检测、
产品追溯系统建设等方面享受上海
政策。2017年元旦、春节期间，首批

“外延蔬菜”进入上海，成为节日期
间“保供稳价”的“减压阀”。今年 3
月初，第二批共计 2 万亩“上海外延
蔬菜基地”又正式落户海南，为将来

“冬淡”期间的上海蔬菜供应再添一
道“放心锁”。

中控平台：批发零售建
立“批零联盟”

批发市场是现代农产品流通网
络的核心节点。上海在全国率先制
订了《上海市食用农产品批发和零售
市场发展规划（2013 年-2020 年）》，
规划突出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从顶层
设计中凸显公益性，上海也由此成为
全国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的
探索试点典型。

批发市场做到了“公益性”，可经
常去批发市场“团购”的“马大嫂”们
还是发现，批发市场与菜市场的价差
实在大，尤其是蔬菜、水果，“公斤进、
市斤出”现象普遍存在，她们抱怨，啥
时零售菜价能实实在在降下来？

答案就在打通产销之间、供需
之间的“断头路”，压缩“二道”“三
道”贩子利润空间，从而让“公益性”
成果与百姓分享。“产销紧密型对
接”“批零联盟”等流通新模式被引
进了：西郊国际交易中心与上海农
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是本市“一主一
副”两大中心批发市场，西郊国际建
立“全国基地+农批市场+终端市场”
的产销直接对接模式，与蔬菜集团
联合第一食品商店打造“光明·纬度
生鲜”APP，实体店通过 APP 向西郊
国际直接下订单；上海农产品中心
批发市场针对目前浦东地区松散管
理的单个菜市场，上线“上农鲜品”
APP，建立“线下加盟、会员注册、线
上下单、批零直供”的供应体系。截
至目前，“上农鲜品”APP 已与浦东
新区 6 个街镇 18 家菜市场实现对
接，近期有望达到30家。

下控渠道：探索标准化
菜市场创新

自2005年起，本市开展市府实事
项目之一的标准化菜市场建设，截至
目前，全市共有菜市场986家，其中标
准化菜市场869家，成为全市农产品
零售的主渠道。“下控渠道，不断提高
标准化菜市场能级，探索标准化菜市

场模式创新，是让广大百姓从‘菜篮
子工程’中有更多获得感的关键。”市
商务委副主任吴星宝说。

一些标准化菜市场开始告别传
统市场当“二房东”“甩手掌柜”的经
营模式，向自营、联营联销、基地直
采、集中配送、价格可控的供应链管
理模式转型，全过程实现可追溯，集
约化、信息化、包装化和冷链化。上
蔬永辉引入全面自营，依托永辉超市
在全国的20多个基地进行订单式采
购、依靠蔬菜集团旗下的一级批发市
场开展“批零直供”，还建有专门冷藏
大库用于“动态备货”，确保“夏淡”

“冬淡”期间平抑价格；长宁美天
100%开展联营联销，每一商品大类只
引入一到两家业内领先的品牌进场，
还在全市率先推出电子标签……为
让这些创新模式成为行业“标杆”，

“新建、改建30家示范性标准化菜市
场”今年正式被列入市政府实事项
目，“示范性标准化菜市场”的内涵
为“超市化的管理模式、商场化的
购物环境”，堪称“标准化菜市场的
2.0 版”。

此外，为补上标准化菜市场赶
不上动拆迁速度、“大居”建设速度
的“短板”，社区菜店、限时菜市场、
O2O生鲜专业店和以“自助售菜机”

“网订柜取”面貌出现的无人值守
“智慧微菜场”越来越多。截至目
前，全市共有 1064 家社区智慧微菜
场，遍布除崇明以外所有区的社区、
机关、学校和商务楼宇，共实现销售
额2亿元左右。

上海教育博览会开幕

4 月 7 日-9 日，第 14 届上海教
育博览会“优质·均衡”教育展暨上
海学生阅读指导推广展示活动，在
上海展览中心举行。

此次教博会有近100家参展单
位，分为5大展区：市级展区、区教育
展区、职业教育体验展区、阅读指导
推广展区和教育信息化企业展区。
上海教育报刊总社社长仲立新介
绍，市级案例展区分为三大部分，分
别从德育和美育、基本公共教育、教
育国际交流和教育信息化技术等方
面，展示近年来上海教育综合改革
进程中基础教育在优质均衡方面具
有全国示范性的案例。

上海同轶
规划建筑设计

有限公司即日起注销，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