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高行镇探索用数据分析

为业主找寻车位、挖掘空位。

②如今高行馨苑小区内停

车已然规范有序。

制图：冯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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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作词、 聂耳作曲， 国歌 《义勇军进行
曲》 被誉为中国第一声。 经过精心布展， 《义
勇军进行曲 》 “诞生地 ” 即首张唱片灌制
地———百代小楼将于 4 月 30 日揭牌 ， 5 月 1

日起以主题展形式对外开放。 由此徐汇区 “探
寻梧桐树下的红色印迹” 系列活动正式开启。

徐?汇公园绿树丛荫之下 ， 位于衡山路

811 号的红色百代小楼格外引人注目。 1935 年

5 月 3 日， 《义勇军进行曲》 在这里被灌制成
黑胶唱片并传唱到全国各地。

《义勇军进行曲》 的创作， 离不开两位共
产党人———田汉与聂耳 。 1934 年春 ， 上海电
通公司为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聘请田汉写一个
剧本。 田汉完成 《凤凰的再生》 故事梗概， 篇
末有主题歌词 。 之后夏衍等人把 《凤凰的再
生 》 改编为电影剧本 ， 改名为 《风云儿女 》。

聂耳后来主动请缨谱曲。

同年 5 月 3 日， 在百代小楼的录音棚内，

上海电通公司七人合唱队袁牧之 、 顾梦鹤 、

盛?伦 、 郑君里 、 金山 、 施超 、 司徒慧敏等
演唱 《义勇军进行曲 》 并灌制成唱片 。 资料
显示 ， 母版唱片编号 A2395， 随后被转录到
影片 《风云儿女》 胶片上， 5 月 24 日在上海
首映。 7 月， 首版 《义勇军进行曲》 唱片由百
代唱片公司出版， 唱片编号 34848b。

如今， 86 年过去了， 黑胶唱片上留下了
岁月的斑驳， 当唱针与唱片相碰撞的一刹那，

“滋滋” 划痕声伴随着高昂曲调， 似乎把人拉
回到了风起云涌的革命岁月。

聂耳、 冼星海、 贺绿汀、 吕骥……一位位
从事进步文化运动的音乐先驱曾齐聚在百代小
楼， 创作并灌制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爱国歌曲
和红色歌曲。 除 《义勇军进行曲》 外， 《卖报
歌》 《祖国进行曲》 等都为大?所熟悉。

此外， 徐汇区艺术馆将精心打造 《前行之
歌》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特展。

以聂耳的音乐作品为线索， 通过聂耳与作?、

艺术?、 电影人等文化名人之间的故事， 用静
态展品与沉浸式情景剧相结合的方式， 让参观
者在丰富的观展体验中， 进入那个时代， 激发
爱国主义情怀。

此次 《义勇军进行曲》 灌制地揭牌， 也将
拉开 “探寻梧桐树下的红色印迹” 系列活动的
序幕。 据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蒋艳介绍， 系列
活动将以 “星火汇聚 百年荣光” 为主题， 推
出 100 多项线上线下红色主题活动。

围绕 “魅力衡复” “徐?汇源” “艺术西
岸” “古韵龙?” 四大文化子品牌， 区文旅局
联动衡复风貌馆、 百代小楼、 龙?烈士陵园、

上海西岸沿线美术馆和水岸汇推出多条不同主
题的红色游线。 无论是团队探寻， 还是个人寻
访， 都可以通过行走红色线路和地标， 在岁月
回眸中体会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传扬红色
精神。

挖潜力盘资源，这个镇为群众“盘活”1500个车位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要求，浦东高行镇开展民心工程破解停车难矛盾

要解决居民停车难， 机关企事业单位
能不能主动开放 “共享” 停车资源？ 浦东
新区高行镇新行路 340 号附近集聚了社区
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 文化中心 、 城运中
心、 公安派出所等单位， 周边还有高行馨
苑 、 高行?园等居民小区 ， 停车资源紧
张。 为了方便周边老百姓停车， 文化中心
等机关企事业单位在加强管理基础上， 实
施潮汐式停车模式， 免费对外及周边居民
开放停车， 加之镇机关办公中心、 城管中
队同步带头开放停车位， 一举增加车位约

150 个。

今年以来， 高行镇通过一揽子方法，

全镇今年预计新增便民车位约 1500 个 ，

切实增强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

挖潜力，因地制宜“盘活”停车位

由于之前实行固定车位管理模式， 高
行馨苑小区经常存在固定车位闲置而其它
车辆 “无位 ” 可用的局面 ， 居民反响很
大。 这次综合治理中， 高行二居居民区党
组织结合本小区实际， 按照 “尊重历史、

兼顾公平 、 依法依规 、 平稳有序 ” 的原
则， 制定了两套方案供居民选择， 通过广
泛宣传并召开业主大会依法表决的方式，

逐步取消固定停车位， 不仅提升车辆周转
停放效率 ， 还避免停车位资源浪费 ， 同
时， 社区加大原固定车位 “僵尸车” 的整
治力度， 有效释放部分停车资源， 有力改
善小区停车环境。

“以前我们小区还有地面固定车位的
时候， 晚上固定车位时有空巢， 临时停车
的车主转几个圈都找不到车位停， 偶尔停
在固定车位上也是惶惶不安， 说不定半夜
就是一个电话让你移位， 现在好了， 固定
车位取消了， 小区管理跟上了， 停车情况
大为改观， 业主们也相安无事。” 社区居
民王女士说。

在东力新村社区， 居民在党总支的领
导下， 通过社区治理 “四位一体” 模式，

由居委会牵头， 联合业委会、 物业公司和
联勤联动工作站一同研究制定停车管理方
案， 多措并举扩展停车资源。

记者在现场看到 ， 社区西围墙外通
过缤纷社区建设规划停车位 47 个 ， 北
围墙外规划停车位 34 个 ， 通过调整车
辆停放方位增加停车位近 20 个 ， 同时 ，

开始执行阶梯性收费 ， 加强物业规范
停车管理 ， 缓解居民停车难 。 根据不完
全统计 ， 像东力新村和高行馨苑一样 ，

高行镇已有近 10 个小区通过美丽?园
建设及环境综合整治共增加了近 580 个
车位 。

此外 ， 高行镇对原有行泰路 、 双桥
路、 源?路近 270 余个限时停放车位继续
优化停放时间段， 进一步盘活利用， 尽量
满足周边居民的停车需求。 同时， 已完成
对区域内莱阳路、 东煦路、 启帆路、 佳南
路、 东高路、 行德路 6 条道路划线， 共计
可增加停车位 355 个。

潮汐式，共享资源错时停车

针对停车矛盾突出的小区， 高行镇平
安办牵头规划建设、 城运管理、 公安交警
等单位和部门， 实地踏勘小区周边商场超
市、 闲置地块、 高架桥下空间、 老旧厂房
等各类土地空间资源， 一方面协调区域单
位最大限度向周边居民开放停车， 另一方
面规范建设临时便民公益停车场地。

目前， 镇域内万嘉商业广场、 森兰花
园城、 阳光天地商圈近 500 个车位实施晚
间对周边居民开放。 金高路双桥路旁待开
发用地即将启动临时停车场建设。

而在东沟片区， 葛?沟闲置地块也即
将启动临时停车场建设， 东沟居民区党总
支书记顾燕介绍， 东沟这里都是老小区，

停车位十分紧张。 在上级单位协调下， 在
这块闲置土地上规范建设便民公益停车
场， 将极大解决居民停车燃眉之急。

机关企事业单位也积极行动起来， 主
动开放 “共享” 停车资源， 用潮汐式管理
模式， 实现错时停车。

接下来， 高行镇将大力倡导开展 “美
丽?园-我为停车做贡献” 及 “红色物业
百日竞赛 ” 活动 ， 发动小区居民互联互
通， 邻里互帮互助， 贡献闲置车位， 打造
“熟人社区”“睦邻社区”，提高车位使用率。

数字化，数据分析提升效能

聚焦数字化治理， 高行镇正在尝试探
索用数据分析为业主找寻车位 、 挖掘空
位 ， 实现城市运行管理的实时预判 、 发
现、 共享。

目前 ， 一款区域内的智能停车 App

?件已上线并接入城运系统， 车主可实时
掌握小区停车信息 ， 使机动车停车系统
“可视、 可停、 可管、 可调、 可控”。

位于高行镇万安街附近的高行?园
（西区 ） 小区 ， 业主车辆为 170 辆左右 ，

而小区停车位近 102 个 ， 停车位缺口近

70 个。 通过专项改造提升 ， 小区探索建
设智慧停车管理平台、 停车引导小程序、

智能感知设备等停车管理应用， 提升车位
共享效能， 以后居民只要打开手机点击小
程序就可以知道小区车位分布及使用情
况。

在治理机动车停车难的同时， 高行镇
还大力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顺应新能源车
发展趋势， 积极实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
设和非机动车智能管理及安全设施提升工
程， 目前已完成 9 个小区停车棚和充电桩
建设的方案论证。

除了综合治理停车难这项民心工程
外， 高行镇从最困难的群众入手、 从最突
出的问题抓起、 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 聚
焦群众投诉多的 “高频事项”、 反复性强
的 “多发区域”、 满意度的 “急难愁盼”，

大力推进热线服务解难事、 老旧小区房屋
维修、 市民文化空间和卫生室修缮提升、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等十大民生实事项目和
十大重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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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基层困难事群众烦心事

■本报记者 唐玮婕

唐浩：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播下科研与精神“种子”
热播电视剧 《山海情》 里， 演员

黄觉饰演的凌教授靠传授双孢菇种植
技术带领移民村西海固闽宁村的村民
脱贫。现实中，上海也有这样一位唐浩
博士，带着农村生态环保的科研成果，

帮助崇明区绿?镇?星村治理河道、

改善农田土壤生态、优化种植结构。

“对世界级生态岛崇明来说， 乡
村振兴， 生态先行。” 唐浩说， 他长
期从事农村环境保护领域的一线科学
研究， 派驻到这里， 就要利用自己的
专业技术优势， 因地制宜地开展技术
帮扶工作 ， 生态健康了 ， 农田更肥
沃， 农民的钱袋子也会鼓起来。

用科研成果给村民
办实事，是从未忘却的
初心

在派出单位市环科院里做科研，

唐浩考虑更多的是技术创新性， 而在
田间地头做驻村指导员， 用科研引领
乡村振兴， 则要靠实用性说话。 用科
研成果给村民办实事， 是唐浩从未忘
却的初心。 驻村一年半， 唐浩把科研
论文写在了世界级生态岛的大地上，

打通村里的断头河， 推进农村环境整
治， 让盐渍化的酱菜厂原址重新 “发
了芽”。

连接?星 38、 49 号河的箱涵刚
建好， 这条原本 2 米多宽的黑臭河道
如今已拓宽到 6 米， 通过水生态的重
塑， 河水也变得清澈起来。 “来村里
第一天我就看到一条黑臭河道横穿村
子而过， 两岸相连的居民毛估估多达

200 户。” 他告诉记者。

几经走访， 唐浩了解到， 这条?
星 38 号河本是贯穿?星村的河流 ，

但近年来被绿?路斩断 ， 成了断头
河。 同时， 该河南段靠近老镇区一侧
长期有污水汇入 ， 导致河道水质较
差， 南段夏季常有黑臭现象。 经过多
次组织现场勘查， 唐浩牵头编制完成

了 “绿?镇?星村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实施方案”， 项
目得到 2019 年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资
金资助， 总投资为 830 万元。

唐浩的科研技术还辐射到了其他
村镇。 经过交流发现， 隔壁绿港村有
几十亩盐渍化严重的土地。 多年的酱
腌菜生产让厂区土壤盐渍化严重， 不
断向地表 “返盐”。 “这么一大片地
无法耕种， 看着真叫人心疼。” 唐浩
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一边多次采样
检测土壤盐分， 一边往返于市生态环
境局、 市环科院之间， 积极组织技术
力量推进复耕技术方案的编制。 几个
月后， 唐浩带回了 “原上海三商食品
工业有限公司场地生态恢复” 技术方
案———地下几米深的盐渍土壤短期无
法清除， 那就在含盐土层上采取阻盐
措施， 让地下盐分上不来； 土地表层
用客土回填， 让这片白花花的土地重
焕生机。 如今， 这片地虽然尚未达到
还耕标准 ， 但已能种植绿化灌木 。

“今年春天， 这片地上的灌木已长到
半米多高了。” 当地村民说， 这是唐
浩用 “科研” 种下的种子。

“敢想”“敢做”“敢
为”：让农作物长得出
来，卖得出去

《山海情》 中戳人泪点的桥段之
一是凌教授给村民带去了种菇技术
后， 还为滞销的农产品四处奔走、 打
开销路， 而同样的戏码， 唐浩也在?
星村上演了一次———找专?帮农民改
善种植技术， 为滞销的柑橘和翠冠蜜
梨 “带货”， 还把秸秆废弃物变废为
宝， 想方设法增加农民的收入。

唐浩在 21 个月的驻村工作中 ，

给自己总结了 “三敢” 的工作方针。

第一个 “敢” 就是 “敢想”， 必须打
破固有思维方式， 采用新方法、 新思
路去解决问题。 去年春节刚过， 疫情
防控与春耕备耕关键期赶在了一起。

?星村种植蔬菜的大棚有 150 亩， 当
时辣椒、 番茄、 茄子等正处于育苗关
键期。 由于水肥管理难以精准控制，

村民老盛?大棚里的种子出芽率
很低， 这可把他急坏了 。

唐浩紧急联系了市农科院和上海交通
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的专?， 请他们
为村民的农作物 “出诊”。 疫情防控
下， 由于专?无法第一时间进村， 老
盛就通过视频连线展示自?的秧苗，

让专? “隔空” 远程诊断， 提供了用
药及水肥管理指导意见， 避免了因育
苗原因可能导致的经济损失。 这一举
动也在种植户和农科院专?间搭起了
技术支撑的桥梁， 村民们纷纷申请连
线， 让专?也看看自?的秧苗。

第二个 “敢” 就是 “敢做”， 就
是想法一旦成熟或具备实施条件， 就
要付诸行动。 包括?星村在内， 整个
绿?镇都种了大片的柑橘， 修枝产生
了数量庞大的秸秆废弃物， 清运和回
收处理任务繁重， 一直是村镇的老大
难问题。 为了搞清楚秸秆究竟如何回
收， 唐浩好几次到秸秆处理厂调研学
习， 发现绿?镇只是集中收集， 然后
转运加工成燃料棒。 “加工成燃料棒
的技术要求并不高， 我们村自己就能
做， 一年光运费就能省下几十万元。”

柑橘秸秆的油脂含量高， 比其他秸秆
热值更高， 可以做成燃料棒、 机制炭
出售， 还能给村民带来一笔不小的收
益。 唐浩盘算着， 立即着手研究编制
了方案。 测算结果令他惊喜， 全镇柑
橘秸秆废弃物每年可生产约 1100 吨
机制炭， 市场批发价在每吨 4500 元
至 5500 元， “按平均每吨 5000 元计
算， 预期经济收益可达 550 万元， 还
能给村里创造大量新的就业岗位。”

第三个“敢”则是“敢为”，唐浩坚
信要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和敢于创新的
担当， 才能从根本上闯出乡村振兴的
新路子。去年秋天，村里的柑橘和翠冠

蜜梨面临滞销，且翠冠蜜梨不耐

储存，冷库最多放两个月。唐浩先是联系市
环科院，邀请院工会来村里集中采购；接着
又发动同事和好友， 把水果的售卖信息发
到微信朋友圈上“带货”；另一边又在寻找
对口的企业和收购商， 到村民果园收购水
果。经过坚持不懈的宣传，通过团购和零售
渠道，?星村和周边村镇共卖出翠冠蜜梨、

柑橘、 绿湖芋艿等地产农产品共 4000 多
箱 、4 万多斤 ， “?星村的水果全都卖光
了。 ”唐浩自豪地说，此举还有效缓解了绿
?镇的农产品销售难问题。

留下精神和科研“种
子”，驻村结束也是新的开始

21 个月的驻村工作眨眼就要过去了，

临走前， ?星村向唐浩授予 “荣誉村民”

称号 。 “驻过村后 ， 我也是村里的一员
了。” 唐浩决心给村里留下 “种子”。

村两委的工作千头万绪， 驻村以来，

唐浩深切感到， 淳朴的村民有着奔幸福的
渴望， 却苦于找不到方法和信念支持。 为
此 ， 唐浩决定给村民种下一枚 “精神之
种”。 农忙之余， 一有空他就给全村党员
上党课， 带领党员学四史， 还在市环科院
党委的支持下在村委大院建成了党建长
廊———村委大院入口右侧， 一条 50 米的

L ?长廊上， 悬挂着主题教育、 村里党建
动态、 党员积分制、 村优秀党员、 先锋模
范等内容的宣传板， 村党支部还设有专人
负责这些展板的更新。

唐浩还搞起了新媒体， 牵头开通了村
微信公众号“i ?星 e ?园”，积极宣传村里
的好人好事。他还利用晚上休息时间，撰写
新闻通讯材料，刊登在各级媒体上，收获了
近万次的阅读量。 在协助编制假日学校计
划的基础上，唐浩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因

地制宜为假日学校的小朋友们做了

“走近芦苇”“环保小卫士”等专题讲座
等 ，“希望能从小培养孩子的环保意
识， 并让他们接受一流大学校园的文
化熏陶，进而树立远大的学习目标。 ”

而唐浩留下的 “科研之种”， 则
是联系市农科院和种子公司， 给村民
留下致富的优质种子 。 “我生在农
村， 长在农村， 对农民的难处深有体
会。” 唐浩说， 帮村民带货终究不是
长久之计， 让农民种上附加值更高的
作物 、 抢占市场先机 ， 才是致富之
道。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唐
浩联系了市农科院和种子公司， 给村
里赞助了一批包括日本南瓜在内的新

特优种子 ， “这种南瓜口感好 、 甜度
高 ， 市场前景也好 ， 已在村里试点种
植， 开春以来也是长势喜人。” 村民老
李说着， 言语间的笑意藏不住。

从 2019 年 6 月到今年 2 月 ，21 个
月的驻村工作中， 唐浩把自身的专业优
势和资源优势化为驻村的工作优势，用
实干和担当书写“助”村“答卷”。 向派出
单位借力， 运用现代科技为村民解决实
际问题， 唐浩把科研论文写在了世界级
生态岛的大地上， 也在这里写下了作为
环保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本报见习记者 张天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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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飘扬·上海百名基层党员谈初心

9物小传
唐浩，出生于1979年，中共党员。 2003年3月参加

工作。作为上海市委组织部、市农业农村委选派的第一

批市选驻村指导员中的一员，2019年6月前往崇明区绿华镇华星村报到。

驻村的21?月里，他不停奔走于市区与镇村之间，总行程累计近9万公里。

他牵头编制了多项技术方案，推动华星村人居环境质量改善。 他在疫情防

控期间创新服务方式，让防疫与春耕两不耽误。 先后获得“2020年度最美

绿华人”“2020年度崇明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好人好事”等荣誉。

派驻到村里，就要利用自己的专
业技术优势，因地制宜地开展技术帮
扶工作，生态健康了，农田更肥沃，
农民的钱袋子也会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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