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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杂草丛生、破败不堪，亟

需升级改造

西上海高尔夫乡村俱乐部地处松江

区车墩镇，紧邻车墩高铁站、沈海高速，

占地面积近1.8万平方米，毗邻上海影视

乐园，球场清退整治后一直处于空闲状

态。记者到现场发现，由于荒废多年，球

场高耸的铁架拦网早已破烂不堪。走进

球场，一道横跨水域的木桥半截腐烂，摇

摇欲坠；草地由于闲置太久，高大的蒿草

覆盖了整片土地。

“这里原来是一个高尔夫练习场，如

今场地的很大部分被杂草覆盖，夏天有

二三十厘米高。”附近居民告诉记者，这

样杂草丛生、破败不堪的场景令人可惜。

车墩镇信访办负责人介绍，当前松江

区范围内已建有一座大型郊野公园，但离

镇上居民距离较远，因此如何满足居民休

闲娱乐需求一直是个难题。收到来信建

议后，车墩镇信访办立即组织工作小组进

行初步讨论，认为将废弃高尔夫球场进行

升级改造，打造成一座综合性公园，可以

很大程度上改善附近居民居住环境。

车墩镇信访办随即将人民建议整理

后转给镇人大办公室，建议相关职能部

门立即成立专项推进小组实地勘察。勘

察发现，整个基址内有较大湖面，水质较

好；桥梁较多，但多为破损，样式也较为

老旧；部分大树长势较好，但植物杂乱、

缺乏梳理……

专项小组认为，该区域改造后，将成

为车墩镇最大的综合性公园。但由于该

场地内的设施过于陈旧，且风格需与附

近的上海影视乐园相符，在设计上受到

一些挑战。经反复磋商，最终决定将其

改造成大型综合性公园。目前，上海园

林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完成改造设计方

案，改造工程也于日前动工，预计将于

2024年完工。

建议反馈
迅速回应，从来信建议到

改造开工仅数月时间

“曾经只能隔着栅栏望景兴叹，但是不

久后可漫步其中，想想就高兴。”站在规划

图前，提出建议的市民代表李先生无比感

慨，“政府关注民生、倾听民声，从建议到改

造立项开工，仅仅数月时间，让我们老百姓

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被关心、被关注。”

记者从车墩镇信访办了解到，按照规

划设计，改造后的车墩镇中央公园（规划

名）将最大限度保留原有植被及景观风

貌，充分利用现有地貌、建筑、水系等条件

建设。公园主题为“老上海+新风尚”，融

入海派元素，打造老上海风情生态园林。

此外，车墩镇中央公园将打造成一个全年

龄运动、人性化设施丰富的滨河公园。围

绕湖泊将建造一个1200米的环湖健身跑

道，供居民慢跑健身；湖泊东侧，网球场、

乒乓球场等体育运动设施场馆一应俱

全，让爱好运动的游客有场所锻炼。

废弃高尔夫球场明年“变身”中央公园

（上接第一版）垃圾从“扔进一个筐”到“细分

四个桶”，分别通过不同投放口落入地下垃圾

桶中，彻底解决臭气污染、环境脏乱问题，也

不占道扰民。

思路转变，柳暗花明。在永嘉新村，57

岁的鲍海腾生于斯长于斯，是家里买汏烧“掌

勺人”，也面临过如此窘境——厢房的窗口

深，老人手都够不到垃圾桶上方；面积又小，

桶一满，就扔不进去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新村率先有了

垃圾库房，当时在上海都算比较稀奇的。”

如今，经过新技术改造迭代，垃圾厢房配

置了自动感应投放口，人站过去门就开了，居

民抬手就可以将垃圾直接投入。厢房一隅，

还配置了洗手台等设施，方便居民。“防卡死、

防夹手，所有的安全措施都考虑进去了，甚至

考虑到社区老人身高，会特意放低窗口离开

地面的距离。”

垃圾厢房位于3号楼前，结合社区微更

新，住房与垃圾厢房之间建了一道绿景墙，如

今已成为小区居民小憩的聚集点。小朋友

也出动了，为垃圾厢房手绘各种图案，配

上“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随手勤分类”

等文字。

今年，永嘉新村还将按照相关工作标准

进行垃圾分类精品社区提升改造，进一步优

化分类投放环境。戎司钧说，垃圾厢房的改

建，要走出装备、技术比拼的误区——好用、

管用才是最终目的。“系统迭代更新，归根结

底是为了更‘适用’。”社区焕然一新，生活品

质提升，营造物理空间的同时，更营造了舒适

的心理空间，居民区书记意外发现，街坊们主

动走出家门，成了垃圾分类志愿者。

“参与者”也是“受益者”

67岁的乐静慧，是永嘉新村的热心志

愿者。她最初的工作，是坚守在定点设置的

垃圾桶旁，引导居民正确投放。而今居民们

逐步养成“减量、循环、自觉、自治”的行

为规范，“垃圾都很自觉分类，基本不用

管”，她开始在小区花园“折腾”花花草

草，自己包干小花园，反倒更忙了。

同样忙碌的还有66岁居民方翠英。最

近第一次参观刚落成的徐汇区凌云街道碳汇

科普馆，惊喜地发现自己多张活动照片“上

墙”。塑料回收减量活动、“绿主妇”议事

会、旧物改造……“这张照片里，卷卷发就

是我。”

她和街坊们日常捣鼓的，有数个“低碳

生活实验室”：零碳生活实验室、一平方米

种植体验基地、旧物再生实验室……作为

“绿主妇”志愿者队伍的一员，方阿姨每天

忙得不可开交，对湿垃圾进行粉碎发酵处

理，用于小区菜园打造；利用易拉罐、利乐

包装等废弃物品制作创意摆件；甚至酝酿形

成与垃圾分类有关的议题，推动垃圾分类形

成长效管理机制。更多居民献计献策，想出

“金点子”。

63岁的葛兰，是退休后加入进来的。

她偏爱育苗室种植豆苗，不仅向居民宣传垃

圾分类知识，且一周不到就可以收割，每逢

蔬菜收获日，豆苗及其他蔬菜会被送到小区

独居老人手上。她们所在的梅陇三村，也成

了小有名气的“花园村”。

下一步，徐汇区准备将生活垃圾分类和

美丽家园、美丽街区改造工作有机结合，统

筹推进生活垃圾库房的改造、升级和新增。

同时将垃圾分类融入街道宣传、党建、教

育、卫生、文化等各方面工作，让多方参与

进来。

割小麦、拔萝卜、在大灶台一展厨

艺……昨天，在金山区青少年实践活动中

心，几百名中小学生撸起袖子、戴上手套，顶着

烈日，在田间地头开展一场劳动技能大比拼。

孩子们在出力又出汗的同时，真切地体

验了一把农民伯伯的苦与乐，也对“劳动最

光荣”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认同。

割小麦不是砍小麦，拔萝卜
不只是“拔”萝卜

作为金山区举办的首届中小学生劳动

教育农业技能大赛，昨天的这场大比拼吸引

了全区52所中小学的984名中小学生踊跃

报名参赛。

随着裁判长一声令下，一片麦田里，初

中生们两人一组，拿起镰刀，弯下腰向着麦

田中央一边收割一边挺进。不少心急的男

生，很快手上加起了速，却被一旁仔细观察

的裁判及时发现了问题。“割小麦不是砍小

麦，不能只求速度，要确保收割干净，让小麦

收割后剩余根部离土地距离10厘米以下。”

不仅如此，收割下来的小麦还要搬到指定区

域堆放整齐，如果胡乱堆成一团，后续就无

法对收割下来的小麦进行捆扎和运输了。

短短半小时不到，蒙山中学六年级学生

朱颢均已满头大汗，定睛一看，自己不过在

麦田里前进了三四米。但两堆整整齐齐的

麦穗，还是让他得到了身边老农的肯定。

在另一片萝卜田里，小学生们也开始和

地里的萝卜较起了劲。《拔萝卜》的儿歌很多

孩子小时候都会唱，但真的要拔萝卜了，他

们却发现，并不只是拔这么简单。将萝卜连

根拔起后，还要砍掉废叶，去掉泥土，才能保

证萝卜的完整度和清洁度。

1号田里，廊下小学的15名学生率先

“清场”——将整片地里的萝卜都拔空了。

当他们提着五大袋整理好的萝卜来到称重

处，看到眼前的一个数字——84.1公斤，一

下子雀跃起来。

看到这一幕，站在一边担任计分员的廊

下小学老校长朱保良倍感欣慰：“虽然天气

很热，每个孩子都满头大汗，但没想到他们

一点都不觉得苦。”

养成良好劳动习惯，了解家
门口的农业

相比挥汗如雨却无比新奇的割小麦、

拔萝卜，在溪进体验式农场的大灶台前，

学生们要根据现场提供的食材烧个菜，似

乎是更大的考验。

洗菜、切菜、炒菜、最后还要将灶台

收拾干净……来自蒙山中学的何雅馨同学

仅用半小时，就端上了一盆茭白炒肉丝。

华师大附属枫泾中学的熊芊瑾同学则别出

心裁地设计了一个黄瓜肉球的摆盘。原

来，熊芊瑾平时在家就很喜欢烧菜，几

乎每周末都会为家人掌勺，所以一听说

这次有机会代表学校“出战”，她第一时

间报名。

作为全国中小学劳动教育实验区，金

山区高度重视通过日常教育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劳动观念、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培养必要的劳动能力。

金山区青少年实践活动中心党支部书

记杨勇峰告诉记者，为了办好这次比赛，

中心早在一年前就开始进行相关筹备，为

学生们下地劳动创造条件：“虽说是场比

赛，但我们更希望学生们通过这次活动，

能够近距离认识和了解家门口的农业，树

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金山区教育局局长郑瑛介绍，目前，

金山区已形成丰富多元的劳动教育基地资

源库，包括上海市金山区青少年实践活动

中心等在内的18家上海市学生劳动教育基

地和20家金山区学生研学（劳动）教育基

地，能够让各年龄段的学生通过各种丰富

的劳动实践和体验，了解劳动之美、感受

劳动之乐。

金山区举办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农业技能大赛

孩子们在挥汗如雨中感受劳动之乐

金山区中小学生走入田间地头开展劳动技能大比拼。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来信建议

“位于松江区车亭公路的西上海高尔夫乡村俱乐部，2016
年因违建，其地面设施和建筑物被拆除整治，此后一直处于废
弃状态。原球场占地面积广，四面由茂密园林、田野和湖泊所
环抱，环境优美。附近小区多、居民集中，但场地没有对外开放
很可惜。能不能统一规划改造成公共绿地，供居民休闲娱乐。”

车墩镇信访办人民建议征集平台此前收到多封这样的市
民来信。

本报讯 （记者张鹏）上海已布局建设
2100余家市、区两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提

供80多万个劳动实践岗位，正努力为全国

超大城市劳动教育贡献“上海方案”。在昨

天举行的上海市中小学劳动教育推进会上，

包括上海植物园、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等67家单位被命名为第二批上海市学生

劳动教育基地（场所），这也是继2021年首

批68家市学生劳动教育基地公布后又一批

基地（场所）。

坚持“开门办劳动教育”，营造全社会合

力育人氛围，不断丰富的劳动实践育人大平

台，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手脑并用，学会劳

动技能、养成劳动习惯。

学包粽子、在非遗传习人指导下制作杨

行吹塑版画、走进稻米加工厂了解“一袋米

的诞生”……昨天，在宝山区“行知行”劳动

教育第三空间的劳动教育活动中，学生们体

验劳动喜悦、感悟劳动价值。

在上海，劳动教育已纳入学校教育

“必修课”，各中小学校都在探索如何开齐

开足开好劳动教育课程。宝山区制定《上

海市宝山区劳动教育课程实施方案》，创设

了“耕读传家，劳作创客”家庭劳动课程

群、“人文理性，自强不息”校园劳动课程

群和“造福于众，工匠传承”社会劳动课

程群，开发了《劳动教育精神绘本》、“山

海食育”系列课程。目前，宝山以“小学

兴趣化，初中习惯化，高中专项化”为驱

动，已开发了100门“行知行”劳动教育

精品课程。

通过顶层设计、示范引领，彰显劳动教

育综合育人价值。2021年，宝山、金山、黄

浦、杨浦四个区入选教育部公布的全国中小

学劳动教育实验区名单。同年举行的首届

“上海市学生劳动教育宣传周”，还公布了全

市155所中小学劳动教育特色校。这些区

域、学校、基地不断探索劳动教育改革创新，

努力发挥示范作用。

上海市教委主任周亚明表示，劳动教育

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各区、各校要因地、因校

制宜地设置课程内容，结合学校实际和实

践场所资源，整体设计劳动教育实施方式，

形成内容全面、载体丰富的劳动教育课程

体系。

上海基础教育劳动教育指导委员会也

于昨天成立。

坚持“开门办劳动教育”，营造全社会合力育人氛围

上海提供  万个学生劳动实践岗位

本报讯（记者吴金娇）2023年中央财政支持高等医学院校
为中西部乡镇卫生院培养订单定向免费五年制本科医学生共计

6150人，专业包括临床医学、中医学、蒙医学和维医学。日前，

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2023年中央财政支持中西部农村订单定

向免费本科医学生招生培养工作的通知》。根据通知，有关省级

教育行政部门将本科免费医学生订单定向招生计划纳入2023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年度招生规模，在不增加承担免费医学生培

养任务高校（以下简称培养高校）相应专业招生规模的基础上调

整招生结构。

中央财政支持的免费本科医学生订单定向招生计划在有关

学校的本科层次招生来源计划中单列编制，计划性质为“国家免

费医学生”。报考免费医学定向招生计划的考生均须参加当年

全国统一高考，实行单列志愿、单设批次、单独划线，只招收农村

生源，在本科提前批次录取。生源不足时，未完成的计划通过补

征志愿方式从高分到低分顺序录取，直至完成计划。

报考学生须符合2023年统一高考报名条件；本人及父亲或

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须在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

上户籍；同时，考生须满足本省份规定的其他条件。

免费定向本科医学生录取后、获得入学通知书前，须与培养

高校和定向就业所在地的县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签署定向培养和就业协议。免费定向本科医学生在学期

间户籍仍保留在原户籍所在地，毕业后可按有关规定迁入定向

就业所在地。

今年为中西部乡镇卫生院培养
订单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    人

本报讯（记者张晓鸣）记者昨天获悉，由上海申铁负责投资
建设、上海城建市政承建的嘉闵线11标金园五路站主体围护结构

首5幅地下连续墙施工顺利通过验收。这标志着嘉闵线11标进入

了地下连续墙施工的高峰期。目前，金园五路站已完成地连墙施

工20幅，满足总体施工进度要求，为后续项目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金园五路站位于嘉定区曹安公路与乐秀路交叉口南侧，沿

曹安公路东西向布置，建成后将与轨道交通14号线实现换乘。车

站标准段基坑开挖深度26.4米，端头井基坑开挖深度28.7至29.3

米，为地下三层双柱三跨岛式站台车站，围护结构采用厚度1.2米、

深度59至60米的地下连续墙施工，共有地下连续墙116幅。

嘉闵线全长44.04公里，途经嘉定、闵行2个区，全线共设15

座车站，最高时速160公里。按照规划，它是上海市域铁路网络

中，重要的南北向、主轴干线，是串联起嘉定新城、虹桥枢纽、闵行

等重要新城及交通枢纽的主要线路，也是“轨道上的长三角”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将实现与机场联络线的互联互通，

大大缓解虹桥枢纽集散压力，成为拉动西上海经济的新引擎。

“轨道上的长三角”又有新进展

本报讯（记者张天弛）记者日前从市生态环境局获悉，上海
将于今年启动首次大规模、系统性、全要素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调

查和评估，以实际行动落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推动生物

多样性保护更高质量发展。

据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市已将生物多样性纳

入城市规划，努力提高城市蓝绿空间的面积、质量、连通性和可

达性，以提高城市乡土物种多样性以及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生态

连通性，增强城市韧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生物多样性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基础。市生态环境局表

示，接下来将统筹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协同治

理，制定本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推进重大生态修复

项目；建设常态化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质量监督监测网络；此外，全

市生物多样性体验中心试点建设已启动，上海植物园、环城生态公

园带徐汇华泾段、长宁区新泾镇3家被纳入首批试点建设单位。

记者了解到，上海将于近期发布新一版生态保护红线，使全

市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5%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

种类进一步得到更高质量的有效保护。

上海今年启动首次全面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

近期发布新一版生态保护红线

巧用地下空间，破解老弄堂“四个桶”难题

改建后综合性公园效果图。 （受访者供图） 制图：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