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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记者 张蓓 文/摄

本报讯 遥控模型表演、动感机
器人舞蹈 show、星座大闯关……近
日，第十八届杨浦区中小学科技节在
区少科站闭幕。

活动现场，杨浦四个社团联盟体
呈现了精心设计的12个趣味互动项
目。模型社团联盟体、机器人社团联
盟体将模型挑战任务与“大富翁”游
戏形式相结合，创意“玩法”吸引了不
少学生参与；天文社团联盟体用趣味
游戏带领大家“遨游星空”，体验天文
魅力；信息科技社团联盟体则带大家
亲临未来“人工智能”大环境，感知信
息技术的先进与强大。同时，杨浦6
个三星级社团分别进行了“有梦·敢
想”趣味情景剧表演，以及“有梦·敢
闯”社长TED演讲风采展示，为前来
参加活动的师生和家长带来一场精
彩纷呈的科技盛宴。

“科学真有趣。”二师附小的王同
学告诉记者，参加了寻“星”大作战、

“行星－食物”对对碰、VR虚拟世界、
交互手势控制等9个游戏项目后，自
己对科技愈发向往，希望能通过今后
一系列的学习，不断拓宽知识面。

据了解，本届科技节自2017年5
月拉开帷幕以来，接连开展了“六
一”动漫节、科普书市、“节能小当
家”、全公益互动式科普讲座等一系

列寓教于乐的科普主题活动，吸引了
区域内学生和家长的踊跃参与；利用

“双进入”探究活动、青少年学术论
坛、创新咨询季、“赛复创智杯”等品
牌活动搭建创新人才育人平台，200
余名学生在重大赛事上获得奖项；区
少科站还与各中小学积极探索学生

创新社团联盟体机制建设，有效衔接
青少年科创活动普及与提高两个层
面，共同开展了“社团进馆探秘”、“百
团进三类场馆”、社团服务日及综合
展示等一系列特色活动，旨在培养学
生的创新思维，不断提高学生爱科
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意识，全面推进

素质教育。
此外，本届科技节共评选出 24

名科技指导教师“育苗奖”和38名优
秀科技总辅导员，45 所学校被授予

“科技教育特色学校”称号，45 个学
生科技社团被评为“优秀（三星级）
科技社团”。

■记者 毛信慧

在日前揭晓的 2017 年上海领军
人才培养计划名单中，共有 106 名高
层次人才入选，杨浦区中心医院于德
华位列其中。

据悉，市级财政将投入4100余万
元对新一批入选者进行培养资助，领
军人才所在单位、部分区和部门也将
投入相应配套资金给予支持。

于德华，主任医师、教授，上海
市杨浦区中心医院院长、全科医学
学科带头人，同济大学医学院全科
医学系主任。

他积极投身于全科医学的研究及
管理工作，兼任中华全科医学会专委
会常务委员、上海医学会全科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等职务，致力于构建区域
卫生协同发展模式和全科医学人才培
养，开展全面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的科

学研究，悉心培育指导团队成员，有力
地提升了全科医学能力和社会影响。
他构建了大学层面理论教学、三级医
院主导临床能力培训、社区卫生机构
实践技能培训的全科医学人才培养体
系，打通了面向不同对象、涵盖多层次
的全科医学人才培养路径。同时，他
搭建区域卫生协同发展模式，向全区
各社区卫生机构提供必要的技术和卫
生服务资源，提供疑难病、危重病的诊

疗及远程会诊支持等，开展基层卫生
人才培训；探索区域医疗中心与社区
卫生机构在医疗、人才培养和合作科
研方面的三维模式，提高区域内医疗
与科研资源的利用与共享度。研究成
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2015 年，在于德华的带领下，杨
浦区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获得“上海
市卫生系统重要薄弱学科建设计划”
的立项资助。

作为全国最早提出“领军人才”
培养的城市之一，2006 年以来，上海
市已选拔领军人才 12 批，共计 1398
人，上海市级财政投入培养资金约
3.5亿。上海领军人才项目也是诞生
两院院士和中央“万人计划”的沃土，
截至目前，已有 27 人先后当选为两
院院士，51 人入选中央“万人计划”，
进一步充实和壮大了上海市高层次人
才队伍。

近期，区委组织部围绕“四联
十进十帮助”调研要求，即联系片
区、居民区、园区党建工作群、微信
群，走进睦邻中心、居民区、园区党
组织和党建服务站、企业等调研对
象，帮助解决难点、痛点、堵点问
题，全面推进大调研。

着力做到“三个聚焦”：一是聚
焦主责主业。将关注点放在提升
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建设高素
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营造有利
于人才发展综合环境的主责主业
上，深入一线、倾听意见，查找问
题、补齐短板。二是聚焦两个覆
盖。在调研主体上确保做到全覆
盖，推动全体干部走出办公室，走
到基层一线；在调研对象上力求做
到服务对象和工作对象全覆盖，深
入街镇、睦邻片区、居民区及各科
技园区和重点企业调研走访。已
有超过 70%的干部走访街镇党建
服务中心、站点 4 个，睦邻中心、
居民区 36 个，科技园区、企业 8
个。三是聚焦问题和矛盾。注重
由点及面统筹调研，对居委会反映
的党支部活动经费不足的问题，及
时提示部内其他调研组在走访过
程中了解情况，发现面上问题，抓
紧形成全局性整改措施，落实制度
清单。

106名高层次人才入选2017年上海领军人才培养计划

杨浦区中心医院于德华榜上有名

火热的大调研开始了，而我也迎
来了职业生涯的小“拐点”——从一
名市场监督管理条线的执法人员转
变为一名居民区选派干部。虽然我
来到居民区还不到一个月，但看到很
多听到很多，也有一些感悟，总结起
来就是一句话：难题背后还有难题，
真情付出能得真情，“小弄堂”里也有

“大智慧”。

难题背后还有难题
到居委会第一天，我看到有位居

委会干部在用EXCEL表格里的身份
证信息统计居民年龄，靠一次次加减
运算很耗时间，于是我就帮她加入函
数运算自动生成年龄，工作效率大大
提高。得到肯定心里是开心的，但静
下来一想，还是有个担忧：目前大部分
居委会干部的信息化水平不高，这个
难题背后的难题谁来解决呢？居民区
力推“全岗通”，是件好事，但实际效果
和预期是有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居委
会干部的能力水平和“全岗通”的要求
还不能很好匹配。

要真正把“全岗通”这个好事办
好，还要给居委会干部们多一些帮
助，多一些培训。俗话说，“磨刀不误
砍柴工”，技能提高了，工作效率自然

提升，居民和居委会干部都能受益，
就能达到双赢甚至多赢的效果。我
想，“全岗通”要的不是业务全岗通，
而是能力全岗通。

真情付出能得真情
岁末年初，居委会迎来了一年当

中最忙碌的时刻，帮困扶残、慰问低
收入家庭和困难群体，以及“蓝天下
的至爱”为山区困难家庭募捐等工作
让我们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小区的
三条弄堂属于二级旧里，房龄接近百
年，没有物业，居民中老年人比例大，
低保户、重残无业、重病患者、孤老纯
老也不少。我原以为募捐会遇到困
难，可是当喇叭响起，居民们纷纷解
囊相助，令我惊讶不已。

尤其是有一户居民，一家三口
全家都患大病，生活十分困难，但他
们听说居委会在募捐，马上就来捐
了150元，在场的居委会干部们都向
他们竖起了大拇指。后来我得知，
这家人生活条件很艰苦，家中没有
洗手槽，提水倒水都得上下楼，生病
体弱的他们无法承担这样的体力
活。我们居民区书记主动联系了共
建单位上门帮困，为这户居民安装
了洗手槽，还为他们换了上下床，粉

刷了墙壁，家里焕然一新。这户人家
非常感激居委会，从那以后，只要居
委会有号召，他们都会积极响应。

还有一位住在弄堂口第一户的
大爷，连续五年每天早上六点义务
为倒粪车打开弄堂大门，方便粪车
进出。后来这位大爷不幸得了癌
症，本来常年卧床的老伴和精神失
常的女儿就需要他照顾，他这一病，
家里连个能做饭的人也没有了。居
民区书记了解情况后，带着居委会
干部们组织弄堂里厨艺好的志愿者
轮流上门为大爷一家做饭，解决他
们吃饭难题。这让我感到真情付出
能换来真情，以情换情让小区充满
温度。

“小弄堂”里也有“大智慧”
这段时间的学习，让我有个感

受，就是“小弄堂”里也有“大智慧”，
这些土生土长的居委会干部对小区
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经常会想出
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点子好主意，给我
带来很大启发。

弄堂里有很多废旧自行车、助动
车被随意搁置，影响市容街貌，还存
在安全隐患；如果简单粗暴清理，有
些居民肯定有意见，工作也不好开

展。于是老书记就召集顺成里“弄堂
议事会”成员讨论，最终想出了“僵尸
车”换大米的办法。社区共建单位

“上海育生堂科技有限公司”得知后
慷慨解囊，资助大米，这样一共换了
70多辆“僵尸车”。然后顺成里党总
支把这些废旧自行车统一作废品回
收，回收来的费用由居委会投入社区
文明养犬宣传活动。这让我感到智
慧真的是来源于基层。

通过我的亲身经历，我感觉选
派青年干部深入居民区一线挂职锻
炼，是深入开展大调研的一个实在
举措，同时，我们年轻干部也因大调
研这个契机，能够更加真切地体会
到居民群众的疾苦，更能发现群众
的智慧，在基层释放我们的青春活
力。在社区工作的每一天，我都会
把自己当成是小区的一员，按照大
调研的要求，多发现问题，解决难
题，做好一件件贴心暖心的小事实
事，让居民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让我们青年干部绽放青春活力
■青年选派干部 张景奇

区十八届中小学科技节闭幕

精彩科技盛宴大家一起“趣玩”

图为学生正在完成“趣味编程闯关”任务。

区委组织部:

做到“三个聚焦”

为有效巩固“五违四必”区域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成果，根据
市、区无违建居村（街镇）创建工
作要求，四平路街道把目光聚焦
在居民群众不满意、环境脏乱差、
安全隐患大等“短板”上，着力解
决居民区“难点”，群众“痛点”问
题。在开展无违建居村（街镇）创
建大调研大走访中，了解到铁岭
路 50 弄是上世纪 70 年代建造的
老式公房小区，因存量违法建筑多
年，一直困扰居民正常生活，影响
小区环境，群众怨声载道，强烈呼
吁拆除违建。

街道以点带面，划出重点，将铁
岭路50 弄作为无违建居村（街镇）
创建先行先试小区，紧锣密鼓开展
违法搭建专项治理工作。1月9日，
专项治理工作在街道各部门的协
同配合下正式启动。经过短短一
周的集中整治，专项治理工作取得
阶段性成效，共拆除 198 户共 3140
平方米。居委会干部表示，自大
调研大走访工作开展以来，街道
机关干部下社区的多了，办事效
率大大提升。居民群众拍手称
好，纷纷为此次拆违点赞。违建
整治拆除后，街道将结合“里子工
程”建设，对 50 弄小区进行整体综
合修缮整治，还居民一个舒适的
生活环境。

四平路街道:

解决群众难点痛点

大调研工作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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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区优秀文化传承教育现场展示会在区少年宫举行

弘扬传统文化 培养“非遗”小传人
■记者 张蓓 朱良城 文/摄

本报讯 威风凛凛的铜锤花脸、温婉动
人的青衣花旦……在“情寓国风里，道存
京韵中”京剧展示现场，孩子们身着戏服，
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体验京剧表演基本
功“唱、念、做、打”。近日，“智慧中华”杨
浦区优秀文化传承教育现场展示会在区
少年宫举行，400 组家庭通过参加亲子游
园会，非遗技艺体验等活动，共同感受民
族文化的魅力。

本次活动以“传承的力量”为主题，分
为主题亲子嘉年华和现场展示会两个板
块。外场的亲子嘉年华活动中，“浓情蜜

意·文化迎新”非遗技艺传承体验、“浓情
腊八·祈福迎春”主题亲子游园会、“传承
匠心·一校一品”展示、“民俗·民风·民族
情”杨浦区师生书画艺术作品展四个板块
的50项体验项目，如火如荼地展开。欣赏
近景魔术、木偶戏、西洋镜，品腊八粥、包
汤圆、写春联、剪窗花……浓郁的中国风
蔓延在少年宫每个角落。“好吃好玩好看，
传统文化真有魅力。”王晨同学一手拿着
冰糖葫芦，一手攥着剪纸老师为他“剪”出
的肖像高兴地说。

梦想剧场内，现场展示会在一曲大气
磅礴的《丝绸之路》演奏中拉开序幕，紧接
着杨浦区学生舞蹈团、合唱团、工艺社团
及中原路小学等艺术团师生分别带来了

《剪纸姑娘》、《巧手迎新年》、《海上童谣》
等形式多样的艺术展演。

作为本次活动的亮点，现场还启动了
《智慧中华·我是非遗传习人》微课程。据
了解，该系列教材及微课立足上海“非遗”
文化资源，由杨浦区少年宫、华东师范大
学、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上海市非遗保
护协会的青年教师、相关专业高校学生历
时600天共同参与完成，旨在进一步完善
体制保障、课程辐射、师资培训三位一体
的文化普及与传承体系，让优秀民族文化
走进更多杨浦的学校、家庭和社区。

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杨浦致力
于开展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普及，将民
族文化传承教育融入学校艺术教育常
规。2017 年，区域民族文化传承教育的
学校覆盖率达 100%，49 所中小学校成为

“民族文化基地校”，辐射6000多个家庭，
20000余人次受益。尤其是杨浦区少年宫
在推进区域非遗教育的过程中，与“一校
一品”建设相结合，将上海本土文化艺术
纳入学校的艺术特色发展中，培养了一批

“非遗”小传人，助推了一批“非遗”特色
项目和社团的产生。借由此次活动，希望
广大少年儿童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
传统文化，努力提升综合素养，为弘扬民
族文化、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
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