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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燕） 昨日上午 10时，《直播

松江·校长来啦》系列访谈节目开播。首期对话校

长为东华大学附属实验学校校长周卫斌，节目还

邀请了东华大学派驻附校副校长张云洁，特约评

论员、上海教科院普教所沈兰博士。

疫情发生后，学生、家长、教师、学校都接受了

新的挑战，复学后，一些学校的教育理念、管理方

法、教学模式都发生很多改变。节目中，周卫斌分

享了疫情发生后学校在教学和管理模式上进行的

改变和创新，详细介绍了东华附校的办学特色、办

学理念、未来发展重点等情况。嘉宾们畅谈了大

学与基础教育学校合作办学的优势，以及东华大

学与东华附校在课程开发等多方面的合作成效，

并就如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等方面的热点话

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周卫斌表示，教育作为最大的民生，群众十分

关注，教育要敞开大门，要让群众知道，回应群众

的关注。“这种节目形式是群众喜欢的，通过节目

我们自己也对办学过程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和梳

理，有利于未来学校更好地发展。”周卫斌说。节

目主持人万涛表示，希望通过节目带领听众们进

一步了解松江学校的特点，对于整个松江基础教

育的发展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直播松江·校长来啦》系列访谈由松江区融

媒体中心与区教育局联手打造，通过广播音频直

播和客户端视频直播的方式，深度对话12位中学

校长。接下来，节目还将对话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附属松江泗泾实验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

国语学校松江云间学校、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附属

松江实验学校、九亭中学、洞泾学校、华东师范大

学松江实验中学、泗泾实验学校、九峰实验学校、

茸一中学、松江六中、佘山外国语实验学校的校

长。节目每周二三上午10:00-11:00，在松江广播

电台FM100.9兆赫和上海松江App直播。

本报讯（记者 李于伯）有限次使用

连体防护服、非织造材料为抗疫物资生

产“保驾护航”、让颜色拥有数字“身份

证”……在第22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上，东华大学携 11 项科技成果参展，以

硬核科技展现高校力量与担当。

新冠疫情发生之初，口罩、防护服急

缺等问题牵动着中国科学院院士、纤维

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东华大学）主

任朱美芳的心。“要做就做疫情急需、国

内没有的”，朱美芳团队拿出“科研攻关

争分夺秒”“重新回一线当工人”的那股

劲，研发出集高防护性、舒适性和持久耐

用性于一身的优质有限次使用防护服，

经钴 60 辐照杀菌后可重复使用，部分

物化指标甚至超过了国际著名公司的

同类产品，产能短时间内达到每天生产

约 2000 件。该项目还入选了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紧急启动的高端防疫产品

攻关项目。

新冠疫情期间，口罩、防护服、隔离

衣、手术服等非织造医用防护制品成为

尤为关键的防疫“利器”。非织造材料的

品质与功能是非织造医用防护制品有效

防护细菌、病毒的关键，研发和生产的每

一个细节都马虎不得。东华大学纺织学

院靳向煜教授团队针对口罩防病毒的关

键材料——纺熔非织造材料的特性及使

用工艺集中科研攻关。

本报讯（记者 夏婷 文 蔡斌 摄）

被誉为“上海斜拉桥之母”的泖港大桥

拆除工作拉开序幕。昨日，第一片老桥

主梁完成吊装拆除。泖港大桥老桥陪

伴泖港人近四十载，方便了几代人的出

行，当天不少村民赶去见证其“功成身

退”的历史性一刻。

当天下午1时许，位于桥体中心，从

大桥切割下的单片长 30米、重约 135吨

的老桥主梁被大型浮吊缓缓吊离桥

面（见左图）。这是平申线航道（上海

段）整治工程（叶新公路泖港大桥）项目

泖港大桥老桥拆除工作迈出的第一步。

据悉，1982 年 6 月建成通车的泖港

大桥是当时国内跨径最大的斜拉桥。

而今，如此规模的大跨径斜拉桥拆除

工程在国内同样尚属首例。“老桥整体

的拆除顺序按照新桥建设的逆顺序

来，由桥梁中心向两边依次分块切割

拆除。”上海城投航道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主管范昭告诉记者，大桥斜拉索

和 44 米高的主塔塔柱也都将被分片

切割吊装拆除。拆除工期计划于明

年 2 月全部完成，这也将为今后大跨

径斜拉桥梁拆除领域积累宝贵的施

工经验。

泖港大桥的通车改变了附近村民

从前要过河只能摆渡的窘境。不少泖

港村民或路过、或闻讯而来，见证老桥

的拆除。“1978 年 3 月我接到要筹建桥

的通知，一眨眼 40多年过去了，新桥造

起来，老桥要拆了，技术也都革新了。”

站在新桥上，泖港镇村民高桂忠回忆着

42 年前老桥兴建时他曾参与设备管理

工作时的景象。

随着岳阳街道普政苑等 5
个小区雨污水混接改造工程

近期陆续启动，松江老城区雨

污水混接改造工程全面实施，

21 个小区和零星公房改造点

将在今年底前竣工。

老小区硬件设施
亟待升级

阳台被设计成晾洗房，将

洗衣机排水管连通外墙的雨水

管。上个世纪，这样小型的房屋

改造曾蔚然成风。然而，含有化

学物质磷的洗衣水具有污染性，

如果未经处理排放至河道，会造

成河道污染。

位于普照路的普政苑小

区规模不大，仅有 29 个楼道，

但每个楼道都存在雨污水管

网混接现象。地下管网的铺

设也因历史原因而错综复杂，

加上年久失修，污水管混排

雨水井的情况比比皆是。考

虑到小区道路狭窄，如果大

型工程车进驻，会让原本就

紧张的小区停车资源更加捉

襟见肘，因此，制定施工原则

之一就是以人工为主、器械

为辅。施工队入驻后，先利用

物探技术，结合物业和各个部

门提供的图纸，重新梳理地下

管线走向。同时，另一队人

马爬上房顶，在外墙安装新

的房屋立管，作为今后的雨水管。历时一个月

的施工，目前房屋立管项目基本完工，地面地下

工程进度过半。

用脚步丈量民情 用行动诠释责任
——全区15名驻村指导员潜心驻村助农工作取得实效

□记者 李谆谆

以硬核科技展现
高校力量与担当

东华大学11项
科技成果亮相工博会

《直播松江·校长来啦》
系列访谈节目开播

12位中学校长做客区融媒体
中心直播间畅谈教育热点

历时近四十载而今“功成身退”

“上海斜拉桥之母”泖港大桥昨起拆除
泖港大桥新桥上月部分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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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牛立超） 远看像是

一只眼睛，近看又似一个鸟巢，日前，

在临港松江高科技园双子楼前，一座

高达 10 米的 LED 不锈钢喷漆景观雕

塑亮相，颇具艺术观感的设计加上渐

变色彩搭配，与其后高耸的建筑、脚下

的绿色草坪相互辉映，美轮美奂，吸引

不少路人驻足拍照。

“这座雕塑名为‘新纪孵源’，意

为‘新世纪科创孵化之源’，预示着一

大批黑科技、金点子项目将在这里聚

集孵化，成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建

设的中坚力量。”雕塑设计方上海松

耳企业执行董事、副总经理李婷告

诉记者，这座雕塑的造型参考了松

江的著名特产——四鳃鲈鱼的卵，

在设计团队看来，四鳃鲈鱼具有浓

郁的松江特色又是全国闻名遐迩的

“标志产品”，其生于松江，长于大

海，洄游繁殖的特性，与科创企业在

这里孵化长大，走向广阔的市场蓝

海，成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主力

的成长路径不谋而合。

新地标闪耀 新征程点亮

“新纪孵源”雕塑亮相临港松江科技城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为带动乡村

发展，去年 6 月份，市委组织部和市农

委牵头，区委组织部、区农委响应，市

区两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选派 15
名科级以上干部走出机关大院，走进

松江 15 个经济相对薄弱村驻村帮扶。

如今项目开展一年有余，驻村指导员

潜心工作，从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文

化建设等领域开展帮扶指导，用脚步

丈量民情，用行动诠释责任，驻村助农

工作取得实效。

与村民同吃同住谋发展
自去年6月份到叶榭镇兴达村上岗

就任驻村工作组组长，来自于上海市民

政系统的王劲颖已经习惯了村里的工

作节奏。每天 7点多，从附近的临时住

所赶到村委会，开始一天的工作，下午

同村里的工作人员一同下班，有事情随

叫随到。经过一年多时间，王劲颖已经

融入了兴达村这个大家庭。

受限于地理位置和产业发展定位，

兴达村是一个以传统种植业为主的纯农

村。兴达村和浦南大多数农村一样，产

业发展是短板和难题。这也让担任驻村

指导员的王劲颖忧心不已。“传统农业终

究增收不易。如今在兴达村呆了一年多

的王劲颖对于村里的发展渐渐有了自己

的心得。“农村要发展，要走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的的道路。松江大米的种植是兴

达村农业种植的拳头产品，但不能只是

就农论农。”王劲颖掰着手指算细账，单

卖稻谷只有3元每公斤，如果卖大米能够

卖十一二元一公斤，而包装好打上自有

品牌的大米则可以卖到20多元一公斤。

农桑产业，其命维新。“兴达村的大

米实现从“卖产品”到“卖品牌”的跃升，

这是一种出路。”王劲颖认为，这是从一

产到二产的进步，而为了进一步提升农

产品的附加值，还需要实现从“卖品牌”

到“卖体验”的转化。实现王劲颖这一发

展蓝图的据点在村里的品牌乡村旅游点

——八十八亩田民宿。这里是松江首家

挂牌的乡村民宿，也是松江大米推广和

销售的重要点位。为了进一步发挥民宿

“带货”松江大米的能力，也更好地发挥

乡村旅游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王劲

颖一方面借助各方资源，不遗余力地推广

八十八亩田出产的“云米”，同时为八十八

亩田的挂牌以及设施提升项目多方联系，

提升八十八亩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经过多方奔走，如今，八十八亩田

已经挂上了松江首家民宿的铭牌，稻香

森林等景点内也因争取到道路提升项

目即将迎来新的改观。八十八亩田也

成为附近农民吃上生态饭、旅游饭的

“领头雁”，接下来将联合周边村民开发

民宿和民俗体验街等项目，让兴达村这

个传统靠“农”吃饭的村落，更好地搭上

乡村旅游发展的快车。

既要富钱袋也要富脑袋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

一环，乡村文化是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

助力。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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