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五星红旗下入师入会

■劳动报记者罗菁

产业升级项目“牵手”成功 工业遗存与滨江风貌辉映

百年杨树浦电厂将成地标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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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的上海老

电厂， 未来将会以什么样的全新
面貌重新呈现？ 这一悬念，无疑让
人倍感期待。

上海之东 ， 杨树浦路 2800
号，这里是杨树浦电厂的旧址。 电
厂始建于 1911 年，1923 年成为远
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厂。 上海解放
时， 杨树浦电厂的发电量占全国
发电量的 10.7%，供应上海近 80%
的电力， 有着 “中国电力工业摇

篮”的美誉。
不仅如此， 杨树浦电厂具有

百年历史文化底蕴和电力工业革

命传统， 曾涌现工人运动领袖王
孝和烈士等革命先烈， 这里是上
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并被上海市
相关部门列为历史风貌保护街

坊。
为了上海“天更蓝、水更清”，

按照国家“上大压小、节能减排”
要求， 杨树浦电厂于 2010 年 12
月底关停，并于 2013 年经上海市
政府批准， 土地性质转为商业办
公用地。

不过， 这座百年老厂并未退
出历史舞台。 2018 年 12 月 25 日，
上海电力杨树浦电厂产业升级项

目寻找合作伙伴“牵手”成功，为
这座全国电力行业鼎鼎大名的百

年老厂地块开发增添了新的强劲

动能，实现地块项目高质量开发。
今年 9 月 5 日， 国务院国资

委与上海市政府签署深化合作框

架协议。 其中，上海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和杨浦区政府签署杨树浦电

厂产业升级城市更新项目合作协

议， 利用杨树浦电厂关停后的资
源，采用新建、改建与老建筑保护

相结合的方式，高起点规划、高品
质建设、高水平运营。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王运丹表示，上海电
力将传承杨树浦电厂红色精神 ，
利用现有工业遗存及杨浦滨江的

地域优势， 把杨树浦电厂打造成
为集工业文化、红色文化、海派文
化于一体的卓越全球城市的地标

性新名片。
目前， 该项目正在加快开展

转型规划设计国际方案征集 ，使
其成为新时期上海城市有机更新

的典型示范项目， 力争年底前完

成规划设计方案。
同时，加强功能和产业导入，

坚持“国际一流、国内顶尖”标准，
集聚能源与环境、 文化创意等引
领性、 龙头性企业总部、 研发中
心。 未来，该项目将以“ET”（能源
与环境技术）产业为特色，集聚电
力、 节能环保等高端服务企业总
部、 电力工业革命传统和历史文
化博展、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功
能， 打造东外滩滨江高端的现代
服务业集聚区， 加大历史建筑修
缮保护和活化利用， 营造独具魅
力的滨水文化空间。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郭
娜）“我志愿做一名光荣的人
民教师，忠诚人民教育事业，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昨
天上午， 杨浦区教育系统近
百名新教师在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全国优秀教师、上海市
数学特级教师、 控江中学许
敏老师的带领下进行入职宣

誓。 在杨浦区教育工会主办
的 “寻访红色印记 牢记初心
使命” 杨浦区新教师入师入
会仪式暨杨浦滨江人文行走

活动上， 新教师们还获赠区
教育工会为他们定制的教师

会员手册以及工会会员证。
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云霄，

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
入师入会仪式在国歌广场拉

开帷幕。 杨浦区教育工作党
委副书记、 副局长吴巍寄语
新教师。 他说，希望教师们在
改革浪潮中提升创新原动

力， 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
感； 在时代变换中坚守信仰

精神力， 不断提高教书育人
的艺术和能力。

庄老师从华东师范大学

毕业后， 成为杨浦区教育学
院的一名新老师。 “岗前培训
让我对杨浦教育有了更深入

的了解， 这么多优秀的前辈
指引着我们， 我也要成为一
名师德高尚的老师， 引导孩
子求真向善。 加入杨浦教育
工会大家庭，也让我心里多了
几分安定和踏实。 ”她说。

在仪式上，每位新教师都
收到了一本教师会员手册及

工会会员证。“这是一本为老师
量身定做的手册。”杨浦区教育
工会主席石松告诉劳动报记

者，他们在工作中发现，一些老
师入职后经常会有一些困惑，
比如什么时候该评职称了，可
以从工会得到哪些帮助等，于
是就定制了一本手册。

记者看到， 这本手册上
不光有对杨浦教育详细的介

绍，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师法》《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
规范》《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
业行为十项准测》《中华人民
共和国工会法》等法律法规，
以及很多非常有用的小贴

士。 比如手册告知新老师们
在入职第一年， 在完成上海
市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外 ，
还要完成市、区、校三级的职
后培训内容， 获取相应的学
分； 老师的专业职称的晋升
序列是怎样的； 杨浦区为新
教师所提供的成长平台等十

分丰富的内容。
“这上面还有我们工会定

期举办的活动， 老师如何获
得心理辅导帮助等内容。 ”石
松说。

在仪式结束之后， 老师
们按照分组进行人文行走活

动， 他们将寻访杨浦百年工
业文明、百年市政文明，感受
杨浦红色印记， 用脚步来丈
量历史文化的厚度， 用行动
来践行教育初心与使命。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王嘉

露）台风暴雨一过，申城就迎来了
艳阳高照的好天气。 在这样适合
恋爱的日子里 ，“爱就对了 ”2019
年上海青年爱情节于昨天上午在

上海世博公园拉开帷幕。
此次爱情节活动当天， 还正

式成立了 2019 年度青春益友爱
情联盟，交大红娘、张江男、上海
嘉友公益发展服务中心、 上海聚
侨青少年公益服务中心等 16 家
社会机构成为首批成员单位。 同
时“青春益友爱情总局”也正式宣
布上线， 广大的单身青年朋友可
以通过青春益友爱情总局微信公

众号报名成为总局一员， 获得更
多优质交友活动和服务产品。

职业限制了交友圈

劳动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本
次活动特别设置了单身青年专

场，在浪漫的黄浦江边，单身男女
通过狼人杀、 真相大爆炸等有趣
的互动体验进一步加深印象增进

了解，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参与 “爱情星际拯救计划 ”

定向活动的 1061 名单身青年化
身 60 组爱情特工 ， 从世博公园
亲水平台出发，在破壁、折叠、狙
击 、镜像 、黑洞 、祝福六个环节 ，
共同合作完成 “量子纠缠”、“穿
越火线 ”、“星际连连看 ”、 “补给
大作战” 等 12 个特别项目，最终
取得能量宝石圆满完成爱情星

际拯救计划。
在采访过程中， 记者发现了

一个许多单身青年存在的共同问

题———社交圈太小， 难以接触到
异性。 这其中的原因有主观的，也
有客观的。

陈小姐出生于 1991 年，今年
28 岁，已经处于父母、亲戚“疯狂”
催婚的年纪， 这次来参加活动也
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 作为幼
儿园老师的她， 平日里都是和小
朋友打交道，她笑着告诉记者，整
个幼儿园只有门口保安是男性 ，
其他同事都是女性， 所以很少有
认识异性的机会。

同样因为职业原因， 很少接
触到异性的还有身为消防员的王

先生。 从武警转为消防员，近四年
时间身边都是和自己一样的 “糙
汉”，王先生深感无奈。 “因为工作
特性，我们消防员就是圈子小、时
间少， 每逢节假日别人情侣开开
心心去约会，我们却是最忙、最需
要加班的时候。 ”王先生说，由于

长期和汉子打交道， 现在都不怎
么会和女生相处， 什么口红色号
更是完全不懂。

主观上，难踏出那步

除了这些客观原因， 申城不
少单身青年还存在 “自杀式单
身”，也就是一直单身又不主动扩
展社交范围去认识新朋友 ，主观
上不主动却每天幻想着能拥有

爱情。
95 年的严小姐这次是“被迫”

来参加活动的。 自由活动后，她的
小组就原地解散自由活动了 ，而
她就选择坐在树荫下看别人做游

戏。 她觉得， 双休日就应该宅在
家，看看电影、刷刷微博，自己平
时就偶尔和三五好友聚一聚 ，很
少参加这种大型的交友活动。

“工作后恋爱好困难 。 ”严小
姐向记者表示 ， 一般都是亲戚
朋友介绍 ， 但那种相亲式的交
友也让她感到不适应 。 “双方一
般 就 是 交 换 下 自 己 的 硬 性 数

据 ，比如工作 、毕业学校 、兴趣
爱好 ，目的性太强 ，一般我很难
继续交流下去 。 ”今天能来到现
场已经是她踏出的一大步 ，然
而要主动去认识男性 ， 这就太
难为她了 。

找对象，男性更积极

此前出炉的沪上青年婚恋报

告显示， 自己主观想找对象的未
婚男女占 66.63%； 父母亲戚催婚
的占 62.33%。可见，不管是自己还
是周围的亲人， 都是希望未婚青
年能够找到另一半。

从主观意愿出发 ，男性未婚
青年比女性未婚青年更积极 ，
男 性 未 婚 青 年 想 找 恋 人 的 占

70.67% ， 女性未婚青年想找恋
人的占 63.21%。

在找对象上，未婚青年更愿意
亲力亲为，自己认识的占 83.36%；
自己的亲戚和好友相比，更愿意请
好友帮忙介绍 ， 朋友介绍的占
75.24%， 亲戚介绍的占 45.46%；
通过网上结识的最低，占16.67%。

近年来， 一些大型的组织活
动也成为青年脱单的重要方式 。
当问到期待通过怎样的方式寻找

另一半， 受访未婚青年的首选是
参加公益交友活动，占 37.37%，其
次是单位联谊活动，占 33.25%；最
后才是商业性的婚介组织的相亲

活动，占 11.99%。

近百名新老师这样过第一个教师节

职场多为同性
如何找到爱人

“青春益友爱情总局”上线

近日，浦江郊野公园举行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揭牌仪式。 浦江郊野公园开园两年以来，共
吸引了近 440 万名游客前来游憩，是市民旅游的好去处、后花园，已经成为闵行区一张靓丽的
生态名片。 � ���■ 劳动报记者 贡俊祺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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