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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编者按
城市，是人们生活、工作、学习的空间。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或聆听民生

之“盼”，或征集青少年儿童的意见建议，或用相机记录下“越来越美的家门口”……人民城市
之“人”，时刻为这个共同的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小岛上可以“买小菜”了，未来，居民出门除了赶“买菜集”，还能赶“生活集”“服务集”；意
见征集活动发布后青少年儿童热烈响应，曾为野生动物保护出谋划策的“少年智囊团”，走进
生态湿地观鸟，探索自然，“深感保护野生动物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参与”；全面落实林长制，

“家门口”不断添色增“绿”，让她忍不住举起相机，“道路两旁绿树成荫，风光宜人，让我感到
自己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

美好愿景从纸上走进现实，再从现实走入居民的镜头，“金点子”取之于民，其结出的“金
果子”用之于民，“人民至上”这四个字，始终印刻在杨浦“人民城市”理念的生动实践中。

如何让居民出门赶上“美好集”

小岛上可以“买小菜”了

7 月 13 日一早，复兴岛居民姚女
士笑容满面地提着两大包菜走出“复
兴小集”，她选购的蔬果总价16.5元，

“价格很亲民，黄瓜市场价每斤约 2
元，这里是1.1元，宁夏青菜市场价每
斤约5元，这里只要3.8元。”姚女士告
诉记者。

这个“复兴小集”面积不大，但“五
脏俱全”，番茄、青菜、冬瓜、黄瓜、西
瓜、香蕉、水蜜桃等蔬果应有尽有，还
供应多个品种的肉类。

每天一早到“复兴小集”“报到”，
已经成为居民蔡女士的“习惯动作”：

“以前买菜真的头疼。现在我出门两
分钟就能买到菜了，方便多了。今天
买点冬瓜，回去做个冬瓜炒虾仁。”

曾经令蔡女士头疼的“买菜难”，
是长期困扰岛上居民和周边企业常住
员工的生活难题。

复兴岛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周兴
安介绍，岛上六成以上的居民为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普遍对智能手机操
作不熟练。“没有早点摊，连油盐酱醋

也没地方买。就算会使用手机买菜，
有的平台也送不进来，或需要支付更
多运费。”

今年1月，几位区人大代表提交了
“在复兴岛设立定时流动‘菜场车’”
的建议，希望通过运输蔬菜、生鲜上
岛 ，切 实 解 决 岛 上 居 民 买 菜 难 问
题。区人大代表张心远表示，复兴
岛内多为工业用地，给选址带来了
一定的难度。

“复兴岛地形狭长，开展多轮调
研和居民座谈会发现，共青路 74 弄
附近居民区较为集中，再往海安路
桥那边居民就很少了。”周兴安告诉
记者。

多次上岛勘探、查找点位，多次召
开居民座谈会，人大代表、定海路街道
以及相关部门多方合力，这几个“多”，
促成了“复兴小集”在岛上“安家”，让
民生之“盼”变为民生之“赞”，居民“足
不出岛”买菜的梦想走进了现实。

记者了解到，“复兴小集”内的新
鲜蔬果均由公益组织华夏老兵服务社
每日配送，华夏老兵服务社负责人黄
本柱说：“我们在奉贤、宝山以及云南

都有合作基地，这里的蔬菜都是每天
从合作基地直接送达。从田间直送居
民餐桌，这就是菜价亲民的原因。”

据介绍，“复兴小集”旁边还将打
造一间轻餐饮小铺，未来，居民出门

“赶集”，赶的不仅是“买菜集”，还是
“生活集”“服务集”。

野外观鸟基地迎来“少
年智囊团”

近日，位于新江湾城生态湿地的
野外观鸟基地，迎来了一个“少年智囊
团”。他们在专业观鸟导师的带领下，
边听讲解边用望远镜观察鸟儿的一举
一动，有的孩子还用观鸟卡片认真做
记录。

这个“少年智囊团”的诞生源于
今年 5 月，新江湾城街道立法联系点
在观潮新江湾微信公众号推出的《上
海市野生动物保护条例（草案）》意见
征集活动，这 10 名青少年是活动的
参与者。

“我是一名生活居住在杨浦区的
初中生，也是一名观鸟爱好者。在平
时学习之余，我总会拿起相机、望远镜

去绿地、公园、湿地观鸟，其中，新江湾
湿地是我经常去的地方之一……《上
海市野生动物保护条例（草案）》正在
公开征求意见，我想提出如下意见和
建议……”这是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
收到的一封来信。当初意见征集活动
一发布就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儿童“建
言献策”。发布短短5天，就收到来自
青少年的意见建议近百条。其中年龄
最小的建议人年仅3岁。

关于保护野生动物的社会责任，
同大实验学校的小翟建议，不得随意
捕杀野生动物，与野生动物近距离接
触需戴口罩做好防护，接触后要洗手
消毒。对违法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
应进行处罚，且建议信息公开，对他人
有所警示。

关于城市野生动物栖息地禁止行
为，本次活动年龄最小的建议人——
复旦大学附属幼儿园的小李提出：“不
能‘乱丢垃圾’，不能‘大声吵闹’打扰
野生动物休息”。

关于禁止投喂和情况报告，市东
实验学校的小胡提议修改为“应向区
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报告”，并可设
立公布相关电话，便于居民及时发现
和报告。

此外，二联小学的小周提出，规范
放生应强调维护生态平衡，建议对危
害生态系统的放生行为的判定和鉴别
列出具体的指导性文件。

在“少年智囊团”探访的这个观
鸟基地，一年四季都能见到各种鸟
类觅食。据经常来此拍鸟观鸟的摄
影爱好者介绍，这里栖息着三十多
种鸟类，其中包含至少三种国家级
保护鸟类。

《上海市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将于
10月1日起实施。《条例》中首次明确
建立栖息地制度、建立候鸟科学防护
巡护制度、加强生态环境损害修复，为
完善野生动物保护举措、健全野生动
物管理措施提供了地方性法律依据。

“这次活动让我不仅体会到了探
索自然的快乐，也深感保护野生动物
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参与。”一位“少年
智囊团”成员表示。

据悉，下一步，新江湾城街道基层
立法联系点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活
动，让“少年智囊团”的队伍不断发展
壮大。

新江湾城社区的生态环境，既是
“生态课堂”，也是“美育”空间。

今年 4 月，上海迎来“城市美育
日”，社会“大美育计划”随之开启。森
林音乐会、艺术疗愈……新江湾城居
民将在家门口获得高品质的文化活动
体验。

日前，“同济大学－新江湾城街道
产教融合创新实践基地”，在新江湾城
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揭牌。

该基地由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
院与新江湾城街道合作共建，未来将
作为师生深入社区的学习实践平台，
在创作、培育、展示艺术成果的同时，
助力丰富社区文化。

双方将共同打造新城艺荟“悦伴
湾”文化品牌内容，发挥新江湾城生态
空间优势，培育“艺术+心理+自然”的
文化特色。

双方还将在人才共育方面开展合
作，共同推出社区“美育师”项目，在社
区、园区等开设艺术导赏、非遗文化等
课程，为辖区居民、职工普及艺术知
识，着力形成工作机制，发挥示范辐射
效应。

现场，致公党区委与新江湾城街
道进行合作共建签约，旨在进一步发
挥民主党派在参与社区治理和基层协
商中的积极作用，构建社区共建共治
共享新格局。

街道将发挥区域党建共同体、社
代会、人大联络室、政协委员工作站、
居民议事会等各类平台作用，为民主
党派成员开展调研、了解社情民意、参
与社区治理创造条件。致公党区委则
将发挥城建、经济、教育等各界人士的
专业优势，在社区文明创建、打造活力
生态人文之城等方面，为社区发展贡
献力量。

越来越美的“家门口”，
让她忍不住举起相机

孙定娟家住五角场社区，是一名
摄影爱好者。对孙定娟而言，杨浦近
年来不断添色增“绿”，给她带来了不
少灵感。“以我生活的街区为例，主干
道常随着时令变换，披上节日盛装，花
团锦簇，让我忍不住举起相机。”

孙定娟的作品《节日的色彩》，在
“光影·绿韵”杨浦区林长制摄影比赛
中获一等奖。“航拍过程中，我能从另
一个视角俯瞰五角场，道路两旁绿树
成荫，风光宜人，让我感到自己生活在
一个美好的时代。”孙定娟说。

日前，“火红七月映初心 绿色家
园齐守护”杨浦区林长制主题宣传月
活动正式启动，“光影·绿韵”杨浦区林
长制摄影比赛巡展同步开启。

摄影作品总能记录下时代的变
迁。春日里，百花烂漫的共青森林公
园，学生们坐着小火车一路赏景；深冬
时，难得一见的雪花飘落杨浦滨江，在
花丛中积下薄薄一层……复兴岛公园
党群服务站内，一张张照片中越来越
绿的公园、越来越美的街道，都见证着
林长制工作的成果。

前来参观的复兴岛居民钱女士告
诉记者，她特别喜欢一幅《初夏的复兴
岛公园》。“这张照片取的景，我每天散
步都会路过。参天大树连天碧，空气
清新，环境优美，一条蜿蜒小路曲径通
幽，很能彰显复兴岛公园的美，所以我
很喜欢。”

记者了解到，2021 年 12 月以来，
杨浦积极推进林长制工作。去年，区
和12个街道均完成林长办挂牌，并将
林长制工作纳入网格巡查，助力建设
生态之城。本次林长制主题宣传月期
间，开展多场绿色讲堂活动，包括复兴
岛公园特色植物导赏、夏季植物养护
等主题，并在“杨浦绿化市容”微信公
众号上发布。

“过去一年，我们全面落实林长制
工作，营造‘爱绿、赏绿、植绿、护绿’的
社会新风尚。未来，我们也会继续促
进公园与城市有机融合，努力提升杨
浦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杨浦区绿
化市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 毛信慧 沈莹 汤顺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