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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融媒体中心新闻热线

本报讯（记者 李光） 眼下正值黄梅天，天气

愈加闷热，也催热了“清凉经济”。近日，记者走

访部分商超发现，蚊香、蚊帐、凉席、花露水等防

暑产品热卖，迎来了销售旺季。

在大润发超市松江店，记者看到，盘式蚊香、

电蚊香片、液体蚊香等驱蚊产品热销。“这几天天

气热、蚊虫多，蚊香卖得特别好。”超市雷达蚊香

专柜柜员吴女士说。随后，记者又走访了其他几

家商超，几乎每家商超的货架上都摆放着五六个

品牌的电蚊香，不少市民正在选购。正在选购电

蚊香的徐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家住一楼，夏季蚊

虫比较多，蚊香也用得快，今夏已经是第二次来

商场买电蚊香片了。

高温天气下，凉席、凉枕、蚊帐、凉坐垫等商品

的销量也开始激增。在松江各大商超，各类夏凉用

品都推出了打折活动，优惠力度不小。简单睡眠家

居用品店店员马女士告诉记者：“今年夏凉用品的

打折促销活动开始得比往年晚，但让利幅度比往年

大，百元左右的竹席是店内销量最好的产品。”

此外，在一些商超的美妆专柜，主打防晒、美

白的夏季护肤品成了主角。

本报讯（记者 王颖斐 文 蔡斌 摄）记者从上

海辰山植物园获悉，园内上百种耐寒睡莲已竞相开

放，在雨水天气中逐渐进入最佳观赏期（见上图）。

走进上海辰山植物园，沿西湖漫步，夏日暑

气渐消。放眼湖中，只见百余支红、橙、黄、粉、白

色耐寒睡莲呈带状分布，睡莲之间夹杂着水葱、

黄花鸢尾等水生植物，同色系热带睡莲也穿插其

间，形成一条长约 600米的既可近赏又可远观的

睡莲景观带。

“我们在西湖和水生植物园种植了 100多个

品种的耐寒睡莲。”园方工作人员沈戚懿特别介

绍，睡莲中有一种被称为“善变女王”的“万维莎”

品种，最大特点就是花色极为多变，有时会开出

红黄相间的花朵，这在睡莲属植物中实为罕见。

水面上，睡莲静静绽放，一朵花、一片莲叶、一

座池塘，仿佛一幅现实版的名画《睡莲》，引得雨中

游客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目之所及，是变化万千的色彩与形态；鼻之所嗅，

有清雅自然的淡淡芳香。”游客吴先生颇具诗意地

感慨道，雨水中亭亭玉立的睡莲随风摇曳，碧叶经

雨水润泽，自己仿佛游走在一幅诗情画意的美丽

画卷中。

□记者 王颖斐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近年

来，松江区持续提升红色旅游发展水平，通

过加强红色旅游资源保护利用、增强红色

旅游教育功能、丰富红色旅游产品体系、研

发红色旅游精品线路等工作，进一步促进

红色旅游与乡村旅游业态融合发展。

“松江不仅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同时也是一片英雄的土地，有着丰富的

红色旅游资源。红色旅游不仅可以满足

人们出行游玩的愿望，还可以近距离学

习革命历史、受到红色文化的熏陶，在旅

途中不断挖掘、吸收、释放历史经验中的

营养，将其转化为自身成长进步的动

力。”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区文旅

局近年来深入挖掘叶榭堰泾村、松江烈

士陵园、侯绍裘烈士纪念碑、上海方塔

园、醉白池公园、陈子龙墓、史量才故居、

马相伯故居等红色旅游资源，深化“革命

烽火之旅”“爱国传承之旅”两条红色旅

游线路。

其中，位于车墩镇的上海影视乐园

立足于自身丰富的红色影视资源，传承

红色基因，创新产业模式，推出了以“乘

坐初心号，重走红色光影路”为主题的党

史教育创新课堂。据上海影视乐园运营

开发部工作人员陈永丽介绍，“红色巴

士”教育课堂共设八站，包括一大会址建

筑群、四行仓库、南京路、上海大戏院等，

每一站都有承载不同时代印记的建筑场

景和历史记忆，整个旅程还将穿插党史故

事，让学员通过打卡红色光影路线，沉浸

式体验党的诞生历史，重温党的奋斗历

程，感受党的信仰初心。“今年在原有基础

上增加了更多互动环节，包括实景沉浸式

党史问答等。”陈永丽说，为了让党史学习

教育更加鲜活、立体，园方还提供旗袍、长

衫、学生装等民国风换装服务。

采访中，记者在新浜镇南杨村看到，

毛泽东像章纪念馆负责人吴建东正在冲

洗纪念馆门口新铺红砖凹槽里的黄沙渍，

工人们正站在脚手架上为一侧墙面贴上

红砖，馆内正展出的“伟人毛泽东风采展”

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毛泽东像章

纪念馆是为了实现我大伯吴仁杰的初心

和愿望，翻造自家老宅打造成的学史课

堂，现在我们已恢复预约制限流免费开

放。”吴建东介绍说，毛泽东像章纪念馆正

在进行提档升级，以崭新的面貌迎接“七

一”，“希望红色精神在这里传承发扬，砥

砺奋进力量，让红色基因更好地融入到青

少年的血脉，激励一代又一代青少年永远

听党话，永远跟党走。”吴建东说。

记者了解到，按照疫情防控相关要

求，目前，一些红色旅游场馆暂不开放。

趁着闭馆，部分场馆正筹备提档升级。

“我们将进一步发挥红色资源优势，计划

以新浜红色故事为背景，打造实景沉浸

式红色党课，探索红色教育往深里走、往

实里走、往心里走。”据陈云与松江地区

农民暴动史料馆馆长陆萍介绍，该馆正

筹备打造实景沉浸式红色党课，以真实

历史人物为角色设定，为讲好新浜红色

故事提供新思路、新样板。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史是最好

的营养剂。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浜

镇积极整合红色资源，将“钱家草惨案纪

念碑”迁至枫泾暴动指挥所旧址旁，让旧

址成为“教室”、让文物史料成为“教材”，

让参观者更深刻感受新浜的红色历史。

同时，推进周边配套建设，使之成为“红

色旅游”打卡地，进一步提升红色旅游的

内涵和影响力。

本报讯（记者 李天蔚） 6月 28日上午 9时，

家住岳阳街道太平社区的徐阿姨乘坐居委会便

民专车，来到岳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义诊

现场，向医生咨询颈椎病相关护理知识，医生还

为她进行了免费的低频脉冲理疗。

据了解，6月28日开始，岳阳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将开展为期三天的夏季义诊和疫苗接种服

务，辖区内60岁及以上的老年居民可以到中心咨询

自身疾病，或是了解相关健康知识，同时，未完成新

冠疫苗接种的老年人也可以到中心完成接种。

义诊现场，来自伤科、中医、理疗、内科等多

个科室的医生为居民答疑解惑，居民还可以在现

场测量血压、血糖，有需要的居民也可以接受低

频脉冲和拔火罐等理疗服务。据介绍，当天约

200名老年居民预约了疫苗接种服务，还有很多

老年人专门赶来义诊现场咨询。

据悉，义诊开始前，岳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便通过辖区居委会，向居民发放了“岳阳街

道老年人夏季义诊券”，券上写明了义诊时间和

地点，并与居委会合作，引导老年居民错峰前来，

避免聚集。

□记者 王梅

6月 27 日，松江区实验小学科研负

责人谢洪志收到了区教育学院科研部布

置的“暑期作业”，今年暑假，他拟申报的

“小学体育课后服务”相关课题要完成修

改。从 4月 30日至 6月 9日 ，他和九亭

五小科研负责人陈晨等拟申报 2023 年

市级课题的核心成员、小学片科研负责

人以及各校科研骨干教师，参加了区教

育学院科研部组织的教育科研线上培

训。总计5场近15小时的专题式云端系

列培训被老师们笑称为“挨飞刀式的培

训”，是促进教师韧性成长的有益探索。

“飞刀”博士犀利嘴
培训就要找问题

作为学校课题组的核心成员，陈晨

是带着成型的课题项目来参加培训的，

那份近万字的项目申请书，陈晨从去年

10 月就开始思考撰写了。从事教育教

学12年，负责教育科研近5年，陈晨对自

己学校的课题项目原本很有信心，但这

份信心在今年4月30日的首场线上培训

中被击得粉碎，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遭遇了颠覆性的冲击，让我彻底走出了

舒适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重新审视选

题的科学性、可实践性等问题。”

“培训就是要找问题，并且帮助大家

形成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区教育学院

科研部副主任谢英香自称培训场上的

“飞刀手”。作为线上驻场专家，她的任

务是提出“刀刀见血”的问题。但这样的

她并未吓跑学员们，大家都亲切地称她

“谢博士”。

在谢洪志展示的文稿中，记者看到，

红色修订字体贯穿全篇，从标题、摘要、关

键词到正文，修改大到写作思路，小到一

个学术用语。“谢博士修改备注的字数比

我原文字数还要多。”谢洪志说，线上培训

期间，他挨了不少谢博士的“飞刀”，“每一

刀”都是痛并快乐着的，那种全部推翻重

来的感觉让他神清气爽，也让他清醒地看

到了做课题该有的严谨性和逻辑性。

线上“抢麦”大作战
思维碰撞破难题

“场场有爆点，场场有任务，场场有

收获。”区教育学院科研部科研员陈浩峰

坦言，从事教育科研指导工作近 20 年，

他见证并经历了教育科研的“填鸭式”

“论坛式”“一对一式”等渐进式发展阶

段，创新课题培育工作方式及教育科研

培训方式的探索从未止步，疫情之下的

这场线上培训也让他豁然开朗。

作为这次培训的“总导演”，陈浩峰

介绍，培训之前，科研部组织开展了前期

调研摸排，精准把握教师的教科研需求，

针对市级课题申报过程中的共性问题，

精心设计了培训内容，以“问题驱动、任

务导向、自培共研”为培训思路，围绕“问

题研讨、文献研究、撰写综述、方案论证”

设计了线上研讨与线下自培相结合的系

列培训活动。

“系列活动改变了以往常用的专家

讲座指导形式，采用云端自学、自培为

主，专家指导为辅的培训方式。各个学

习共同体通过线下自主学习教科研理

论、合作完成驱动性任务，线上汇报交流

并就学习中的疑点难点痛点问题与专家

进行深度互动研讨，在思维碰撞中进一

步深化理论学习效果。”陈浩峰说，从培

训效果来看，头脑风暴式的线上“抢麦”

互动活动不仅提升了课题培育工作及教

育科研培训的有效性，也有效提升了教

师的科研意识及素养。

科研培育“放大招”
赋能谋篇开新局

“于教育而言，科研就是生产力。”区

教育学院原副院长董秀龙表示，这几年，

松江区持续推进教育事业“强基础、建高

原、攀高峰”整体发展战略，举全区之力

打好“资源建设、队伍建设、质量建设”三

大攻坚战。眼下，松江新城建设正如火

如荼推进，教育事业也迫切需要交出与

新城建设相匹配的答卷，加速教育转型

发展，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家门口学

校。在这个过程中，教育也一定会遇到

区域性的问题，而解决区域性教育问题

需要从强学校、强教师等方面进行支持。

近年来，松江年均新增教师保持在

1000人左右，如何帮助新教师实现韧性成

长，这是摆在教育科研面前的一道重要命

题。董秀龙认为，将市级课题培育与教育

科研培训双向融合、有效组织，创意构建

与探索线上培训新样态，不仅优化了市级

课题培育机制，也贴近了教师实际需求，

体现了培训活动的双重价值；整合自培团

队和专家力量，深入挖掘有效资源，构建

核心团队，创新点面辐射引领的培训方

式，既是提升区域科研水平的有效途径，

也是培育一支科研意识强、科研能力精的

骨干教师队伍的良好路径。未来，松江区

将进一步创新科研工作新路径，为教师搭

建更多学习交流平台，进一步提升全区中

小学教师教育科研水平，促进教师专业化

成长，加快“科研强区”步伐。

本报讯（记者 王梅）脱去“旧衣”，换

上“新装”。位于洞泾镇的同乐生活广场

最近完成升级改造，这处集餐饮、娱乐、休

闲、购物、商旅于一体的便民服务类商业

广场让周边居民眼前一亮。

“这里虽然地方不大，但离家近，日

常购物、吃饭、健身等都能满足。现在又

新开了很多店，整体环境也变好了许多，

晚上过来感觉更亮堂了。”家住广场附近

的市民王先生说，看到家门口的商场换

了新颜，幸福感又提升了。

据介绍，同乐生活广场位于同乐路

蔡家浜路口，占地 2万多平方米，建筑独

立成栋。此次改造后，原先楼与楼之间

闲置的空间得到了充分利用。“每条内街

一种风格，总设计风格充满活力。”同乐

生活广场运营方摩特实业（上海）有限公

司招商经理郑章凯介绍，“黄金年代”内

街主打港式经典复古风，从穹顶灯光布

设到店招店牌设计都注重营造复古氛

围；“白日梦蓝”内街特别设计了小巧灵

活的移动街亭，一个亭子就是一个相对

独立的空间；“FUN 块去玩”内街炫彩的

俄罗斯方块尽显年轻态；“COOL 玩大

街”以街头玩法为小朋友带来快乐体验。

除了内街升级、外立面更新，广场也

更注重商家品质。“星巴克、必胜客、瑞幸

咖啡、小杨生煎等品牌商家都是新引进

的。”郑章凯介绍，改造升级后，广场招商

率达 95%以上，其中品牌商家占比高达

60%。此外，原有的连锁酒店也调整为主

打轻奢高雅风格的云凡轻居酒店。

“挨飞刀式培训”让教师“痛并快乐着”
——松江创新教育科研培训方式助力教师韧性成长

松江持续提升红色旅游发展水平——

红色资源串珠成线 红色文化薪火相传

上海影视乐园推出以“乘坐初心号，重走红色光影路”为主题的党史教育创新

课堂。图为游客踏上“红色巴士”。 记者 薛庆玮 摄

街区环境升级街区环境升级 商家品质提档商家品质提档

洞泾镇同乐生活广场完成改造洞泾镇同乐生活广场完成改造

同乐生活广场位于同乐路蔡家浜路口，完成改造后，广场更注重商家品质。 记者 高雨 摄

“水中仙子”竞相开
辰山植物园睡莲
进入最佳观赏期

高温催热“清凉经济”
驱蚊消暑产品走俏

义诊解疑虑
接种更安心

岳阳街道开展为老医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