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长宁区金菊小区内部，修葺一新

的周家浜滨水步道将居民们引入一处秘

境——占地1600平方米的新森生境花园

上个月建成开放，葱茏的林木、灌木相映

成趣，雨水汇积而成的小溪闪着光，不时

有小鸟飞跃其间。

在上海，越来越多街头巷尾小角落被

打造成充满自然趣味的生境花园。“生

境+花园”让城市“边角料”变成社区

“忘忧角”。

一处处鸟类友好、亲近社区
的城市森林

生境花园是将“生境”与“花园”两

个概念融合在一起，围绕5个原则打造

的，即使用本地植物、杜绝外来入侵植

物 、丰 富 植 物 群 落 、减 少 农 药 化 肥 的

使用，以及为城市野生动物提供辅助

的 食 物 、水 源 或 庇 护 所 。 在 这 里 ，人

与 动 物 互 不 打 扰 ，又 能 各 取 所 需、互

利共生。

要达成这样的目标，生境花园在栖

息地的建设上可谓下足了功夫。例如，

通过设计建设小型池塘，满足昆虫和不

同小动物们对水源的需要；墙边大小不

一的昆虫箱、角落里的枯枝落叶堆让昆虫

们可以放心安家；地上的一些石块是预留

给蝴蝶们晒太阳的好场所；四季开花的果

蔬是传粉昆虫们的最爱，蜜源植物在传粉

昆虫的眼中堪比豪华大餐，而一些特定种

类的传粉昆虫也需要合适的寄主植物才

能繁育后代；种植火棘、枸骨等挂果时间

长、又受到鸟儿喜爱的食源植物，让鸟儿

们在食源匮乏的冬季也能填饱肚子……

在新森生境花园，刘四居委会党总支

书记蒋耀琪介绍，花园东侧区域利用雨水

径流形成的小小水域便是为城市野生动

物提供安全易获取水源的所在。而穿行

至花园最深处的生境保育区，丰富的林木

资源又为鸟类提供了一处可栖息的森林

秘境。“可以说，这里能满足鸟类食住行全

部所需。”蒋耀琪补充道，一方面，花园提

供了尽可能覆盖全季节性的食源蜜源植

物，鸟类沙浴坑、防鸟撞玻璃、筑巢材料以

及在冬季食源短缺时提供人工食物；另一

方面，设置生态堆肥区域，减少化肥使用，

以此庇护昆虫，形成完善的生态链。

“生境+”集自然、科普、文化
体验于一身

晚上7点，20名小朋友来到长宁区另一

生境花园——乐颐生境花园，套上雨披、带

好手电筒，紧紧跟随在上海植物园科普老师

的身后步入生境花园，他们将在这里上一堂

别开生面的生态环保课。在花园中的小木

屋，小朋友们从观察窗口睁大眼睛看着小池

塘，“我知道，夏天的池塘里会开莲花。”一

位小男孩说道。

几天前，另一场关于低碳发展的科普

活动也搬到了长宁区新泾镇的常馨生境花

园里上演。来自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工作人

员就地取材，为居民们讲述“零碳城市”那

些事儿。

在新近建成的新森生境花园，入口处

也设置了三味书田，这是位于镇史馆与居

民楼之间的狭长地带，集自然、科普、文

化体验于一身，倡导“在自然中学习”理

念。新泾镇镇长蒋丽萍告诉记者，如今，

已建成5个生境花园的新泾镇正在探索一

条“生境+”发展道路，主要聚焦4个方

面：一是结合申城的公园城市建设，以生

境花园为切入点，建设绿色、生态的街

区；二是优化“生境”服务，让居民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良好的生境环境；三是

传递生境理念，在生境花园这一载体内

组织自然课堂、环保科普活动，让环保

理念深入人心；最后是通过生境花园的

建设，不断提高基层治理水平，践行全

过程人民民主，让居民更多参与到社区建

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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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于颖）昨天，
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

办的第23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

及活动周开幕。活动现场举行了

新一批“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示

范基地”授牌仪式。

本届科普周主题为“展现社

科新作为 共建最佳实践地”。上

海260余家单位联动，将在全市

范围推出九大板块130余项社科

普及活动，其中包括大师思想

CityMetro、海派文化CityWalk、

红色文化CityBus等5条“City+

城市文化”主题行走线路，还有

“智汇申城 乐享社科”主题社科

市集、社科普及讲解大赛、“长空

破晓东方白”主题展览等，让广

阔的城市空间变为知识传播、思

想交流的流动课堂。

开幕式上，华东师范大学同

学表演了大师剧《孟宪承》精彩

片段，传递社科大师的深厚思

想；长宁沪剧团演绎原创沪剧

《同舟》选段，呈现全过程人民民

主生动实践；中共中央秘书处机

关旧址纪念馆和上海解放纪念

馆带来了“备交将来的党史守护

人”和“背包上的入城纪律”主题

演讲，致敬革命先辈崇高精神。

在接下来的一周，走进大学

校园聆听一场思想沙龙，组团打卡人气社科

场馆，带娃玩转有趣的社科市集……市民朋

友可以在互动体验中感受社会科学的活力

与魅力。本届科普周期间的有关活动，可通

过“上海社联”微信公众号预约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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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的决定》（以

下简称《修改决定》）已由上海市第十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4年5

月10日表决通过，将自2024年6月1日起施行。

修法背景

党的二十大强调，要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

平，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

向事前预防转型。今年4月12日，国务院部署

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4

月28日，国务院安委办召开视频会议，具体部

署全面启动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

动。会议指出，近年来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

事故快速增加，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密切协作，

加快化解存量隐患、切实遏制增量风险，强化标准

引领和监管执法；要注重疏堵结合，完善配套服务

和支持政策，在加强安全监管同时更好满足群众

生活需求。

《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自2021年5

月1日施行以来，在加强非机动车安全管理，预防

和减少交通、火灾等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随着电动自行车数量的快速增长，因

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引发的火灾事故呈

高发趋势，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

胁。为落实国务院、市委有关部署要求，市政府

于今年4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修改完善《上海市

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进一步加强本市电动

自行车安全治理，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确保城

市运行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十六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于今年5月10日审

议并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

理条例》的决定。

主要内容

安全是底线，也是民生福祉。本次修改，遵循

“聚焦重点、疏堵结合”原则，围绕加强电动自行车

安全治理作出相关制度设计，旨在更好守牢超大

城市安全底线。

加大对充电设施建设的推进力度

《修改决定》明确，市和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大

对已建成的住宅小区非机动车停放场所及充电设

施建设的投入，统筹安全性和便利性，因地制宜大

力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场所及充电设施建设，更好

匹配居民对日常规范充电的需要。

加强对电动自行车蓄电池的安全管理

为适应当前电动自行车安全治理形势变化要

求，《修改决定》突出对电动自行车蓄电池的管理要

求，在多个条款中引导、规范群众蓄电池携带、放置

和充电等行为，着力减少因蓄电池引发的安全隐患。

加强客渡船载运电动自行车的安全管理

《修改决定》增加对客渡船载运电动自行车的

安全管理要求，包括配备消防设施器材，加强对电

动自行车的安全查验等，以降低载运风险隐患，提

升应急处置能力，并明确携带电动自行车搭乘客

渡船的，应当遵守营运单位制定的管理要求。

加强对违规充电行为的综合治理

为防范违规充电行为造成的火灾风险隐患，

《修改决定》细化了在建筑物共用部位、消防通道、

人员密集场所等区域禁止违规停放充电的规定；

对私拉电线和插座为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充电

行为设定了法律责任；增加了禁止在居住建筑的

室内区域违规停放充电以及禁止携带电动自行车

或者其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的规定，并设定了相

应的法律责任。为进一步发挥群防群治优势，《修

改决定》明确非机动车停放设施管理者和物业服

务企业、业主自行管理机构等应当劝阻、制止违规

充电行为，并按照管理规约或者物业服务合同处

理；对不听劝阻、制止的，应当报告执法部门。此

外，《修改决定》还对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可能

承担的行政、刑事、民事责任，作出指引性规定；明

确检察机关对相关事故、隐患依法探索开展检察

公益诉讼工作。

加强对电动自行车“拼加改”的源头治理

对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行拼装、加装、改

装，会增加行驶安全风险和车辆自燃爆燃概率，严

重危害驾驶人自身安全和公共安全。为更好从源

头上预防和管控电动自行车安全风险，《修改决

定》明确对从事拼装、加装、改装非机动车经营性

活动或者销售拼装、加装、改装的非机动车的，规

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市执法部门应尽快研究制定出台执法指

引，指导一线执法人员规范执法，确保执法既有力

度又有温度。

关于修改《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的决定将于6月1日起施行

一件陶瓷是如何诞生的？制料、

成型、施釉、装饰、烧成。在世界技

能博物馆内，市民游客能够见证陶瓷

的“前世今生”。世界技能博物馆首

个临展“化土成金——世界陶瓷技艺

展”日前拉开帷幕。本次展览联手故

宫博物院等 10余家重量级文博单

位，展出100余件（组）展品，共分

“陶瓷之美”“陶瓷之技”“陶瓷之

新”三个展区，将持续至7月30日。

寿桃、佛手、石榴，三种水果

“贴”在粉彩三果瓶上，传递着多

福、多子、多寿的美好寓意。陶瓷，

是中国最有力的文化象征之一。这些

展品呈现着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陶瓷

作品，包括新石器时代的红陶小三足

钵和黑陶三足双系罐、唐三彩三足

盘、宋代五大名窑各具特色的陶瓷作

品，以及五彩、斗彩、珐琅彩与粉彩

等瓷器精品。这些展品从质地、色彩

和造型角度，诠释着人们的美学思想

与技艺追求。

展览不仅聚焦国内，还展出了

国际陶瓷展品，以独特视角呈现世

界陶瓷新表达。比如，有反映世界

古代陶瓷历史记忆的精美文物，以

及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国际公认

的陶瓷三年展“美浓国际陶瓷节”

获奖作品。

随着科技进步和创新推动，陶

瓷新材料广泛应用于医学、环保、

航天航空及新能源等领域，成为国

计民生、尖端科技的重要基础——

这也成为展览一个亮点。展出的全

海深透明陶瓷摄像机、全海深透明

陶瓷LED灯、大口径透明陶瓷保护

罩，则呈现陶瓷的“海底冒险”。据

了解，全海深透明陶瓷摄像机搭载

“万泉二号”着陆器已开展了多次突

破万米的海底摄像试验，全海深大

功率LED灯搭载“沧海”号着陆器

在马里亚纳海沟万米深的海底为拍

摄“奋斗者”号万米深潜提供了远

距离灯光照明。

占据展览二分之一区域的是“陶

瓷之技”，走进其中，映入眼帘便是

一个五颜六色的“大陶瓷”。这是以

标志着中国古代制瓷工艺顶峰的釉

彩大瓶——“瓷母”为蓝本制作的艺

术装置，市民游客能够在这里“探

寻陶瓷的秘密”。为了让市民游客沉

浸式体验“陶瓷之技”，展览现场陈

列了陶瓷制作原料、工具、制作过

程中的半成品，还设有“陶艺DIY”

等互动展项。“不仅能够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还能领悟

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创新，传递工匠精神。”陶瓷技艺展负

责人屈佳楠介绍。

5月12日起，临展配套公共教育活动启动，市民游客可

以通过创意陶瓷制作技能体验、技能大师拉坯绝技大赏、故

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大咖讲座等，进一步深入了解陶瓷技艺。

“带领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共同探索技能的奥秘，

领略技能文化的魅力。”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煜透露，

世界技能博物馆将于5月18日举办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活动，

当天将推出“来问大师”大咖讲座、绝技大赏、青少年科创

技能作品展、技能体验工坊等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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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土成金——世界陶瓷技艺展”现场。

（世界技能博物馆供图）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上海

最近，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思南居民区

迎来一桩便利事：给非机动车充电再也不用

“抢”了。

充电柜、换电柜、标准化集中充电车

棚、导轨式充电插座、分布式充电插座……

这个拥有许多百年老楼的市中心社区，共

计有478辆非机动车，几乎集齐了市面上

所有非机动车充电方式，从原有36个共享

充电位增加至275个，桩车比由1∶13提升

至1∶1.7，并配齐相应的消防与监管设备。

按照全市统一部署要求，黄浦区正开展

电动自行车安全治理攻坚行动。“在社区层

面，把安装充电桩作为一项‘微更新’工程

来做，让居民参与设计、解决具体问题，社

区工作者和居民提出人民建议，通过人民建

议征集渠道，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

念，推动社区基层治理，使街区安全韧性得

到整体加强。”瑞金二路街道工作人员这样

注解。

破解空间掣肘

最近，眼尖的居民发现，小李家窗口的

插线板没了踪影。

这个插线板是小李过去给非机动车充电

用的，从家里拖出来的电线一路垂到楼底。

街坊邻居纷纷咂舌，“万一出事，整个楼都

要遭殃”。

思南居民区地处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

其中包括复兴坊、花园坊两个新式里弄住宅

小区，另有野花园小区等由不成套职工住宅

构成，已纳入黄浦区小梁薄板“拆落地”改

造项目。在这样一个砖木结构房屋为主、人

员居住密度高的老旧社区，思南居民区党总

支书记张传珍直言“最担心的就是火情”。

事实上，居民也是如此。去年曾发生一起因

电瓶入户充电而导致的火灾，至今回想起

来，小区居民依然后怕不已。

怕归怕，飞线充电、电瓶入户仍屡禁不

止。各项现实情况都指向“非机动车与充电

桩配比率低”这一裉节。

今年3月底以来，思南居民区在瑞金二

路街道和市电力部门支持下，决心从源头

解决居民充电困难。经排摸了解到，思南

居民区当前大约有478辆非机动车，要想

提高桩车比，势必进一步挖潜公共空间。

然而，老旧小区本就空间有限，各类管

道、管线密布，标准化共享充电设施建设

空间有限。

在市电力公司、黄浦区房管局、黄浦区

消防救援支队和公安部门指导协助下，各方

以思南居民区为试点和样本，明确电缆排布

受限的建设“禁止区”，划清燃气管道等存

在安全风险的建设“危险区”，因地制宜设

计不同充电方式，以期解决自身问题，也为

全市其他小区提供借鉴。

比如，在小区出入口等比较空旷的地

方，安装换电柜与充电柜，不仅方便居民，

周边商铺业主、有急需的快递外卖小哥等都

可以就近充电，其中换电柜还可以检测电瓶

健康状况，引导居民关注电瓶性能和安全问

题，防患于未然；新式里弄特有的骑楼下方

空间也被充分利用，墙面上安装了导轨式充

电插座，上方则有一个数字化赋能的智慧大

屏，有空位引导、充电检测、计费收费、占

位提醒等模块，这个智慧大屏的数据也被纳

入了社区数字治理体系，探索破解监管治理

困局。

当然，挖潜工作深入到小区内部时，

一些方案却在设计听证会上遭到部分居民

的反对。

化解“距离敏感”

安装充电桩是一桩“距离敏感”型工

作。距离远了，大家不愿意折腾；距离近

了，又担心火灾隐患。

因此，既要以电力与消防专业人士的建

议为参考，也须尊重居民自己的意愿。

商议安装分布式充电插座时，就有一

些不同声音。譬如，有人出于安全考虑，

反对在自家墙面上安装充电插座；有人则

巴不得装在家门口，邻里之间一时难以统

一意见。

分布式充电插座，在思南居民区被称为

“一座两插”，这种由电力部门负责排布电线

并安装的充电插座上通常有两个充电插口，

能大大提高充电效率。

“每个点位能不能建、想不想建，都要

和周边居民反复解释沟通、优化方案。”张

传珍介绍，利用各类自治共治议事平台，居

民的想法被听到，而专业人士的建议也化作

一堂生动的安全科普课，让居民“听得进

去”。

由此，居民能理解宽度不足1.2米的弄

堂，因为安全问题，装不了“一座两插”；市

电力公司更新了思南居民区1246个独立用电

户，提供“入户充电”等危险违规行为监测

预警，在“一座两插”点位安装墙挂式水基

型灭火器等。

借着安装充电设施的契机，思南居民区

还将“美丽家园”项目融入建设方案，实施

“微更新”项目。走在思南居民区，每个充电

点位的地面上都画有专属蓝色标识线，一目

了然；破损的墙面被修复后涂上彩绘；居民

们还主动清空了几处长期堆物，打通消防生

命线。

“‘一座两插’充好电就自动断电，安心了

不少。”居民童先生鼓励邻居们体验安全的充

电点位和方式，“说到底，安全是自己的事！”

与此同时，张传珍等居委会干部抓紧宣

传入户。随着各种充电设施启用，居委会和

物业对辖区内非机动车登记建档，加强日常

监督管理。

思南居民区共享充电位由  个增至   个，桩车比
由 ∶  提升至 ∶ . ，并配齐相应消防与监管设备

非机动车充电再也不用“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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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充电插座，也

有智慧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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