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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融媒体中心新闻热线

□记者 王梅

今年年底，新升级为九年一贯制学

校的松江区教育学院附属实验学校（松

教院附校）即将启动扩建。令孩子们期

待的不单有初中部的新大楼和新操场，

还有那些或将成真的设计梦想。原来，

早在去年新校扩建提上日程后，学校就

同步启动了“葵园设计师”项目化学习，

邀请高年级学生参与新校建设。截至

目前，设计项目汇报已经进行了两轮。

设计小组齐行动
“教室可不可以大一点？”“想在新

校园里种上我喜欢的花。”“希望课桌椅

可以升降。”……面对孩子们提出的种

种设想，老师们没有武断地回答“可以”

或者“不可以”，而是一一记录下来，并

进行分类整理，最终组建了校园交通

组、校园环境组、教学楼组、教室组四个

设计小组。

“校园建设是一项复杂工程，涉及

到主体工程、绿化、道路等方方面面，项

目化学习要充分考虑小学生的知识积

累。”松教院附校副校长吕大为介绍，校

园交通组主要探究校门规划、上下学交

通管理、校内行车路线等问题；校园环

境组围绕校园绿化设计、环境布置等展

开讨论；教学楼组聚焦普通教室与专用

教室、教师办公室安排等问题；教室组

则在教室内部环境、走廊文化设计等问

题上做文章。

设计小组成立后，各组立即展开行

动，“小小设计师”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确定

探究学习的主线任务，并通过创设问题、

走访调查、咨询专家寻找“最优解”。

校园环境组的同学们开展了校园

植物“大调研”，围绕植物外观、特点、种

植要求制作了“校园植物知识卡”。交

通组仔细研究了校园主干道路设计与

停车位安排，还蹲点记录了上下学时间

段校门口的交通拥堵情况。教学楼组

的同学们带着卷尺等测量工具上阵，走

访了上经贸大附校花园分校，重点对该

校初中部教学楼间距、走廊宽度、楼之

间的连通设施等进行了测量，了解普通

教室和专用教室的建造标准。教室组

盘点梳理了现有教室需要改进的地方，

如“黑板没有粉笔槽”“墙面学习园地美

化形式单一”等。

专业人士当参谋
“鼓励学生像专家一样思考，也需

要专家帮助他们打开思路。”吕大为回

忆，听说孩子们要参与新校扩建，松江

区基管中心校园改扩建项目部部长陈

述昶很是欣喜，十分爽快地答应了给

“小设计师”们当参谋。

头一次走进课堂，陈述昶介绍了初

中部校园建设对专用教室、室内体育

馆、学生食堂等设施配置的要求。提及

理化实验室、科技创新实验室、自行车

车棚等现有小学部校园里没有的设施

时，未曾考虑到这些情况的同学们仿佛

进入了“新世界”。部分同学还就校园

设计成本和建筑规模等向陈述昶提问。

随着调研的深入，各组的设计方案

不断完善。今年6月底，组内交流汇报会

陆续展开，同学们利用沙盘、图纸、PPT、

文稿、绘画等多种形式展示了他们对校

园设计的思考。不少具有可操作性的设

计创意让老师们眼前一亮。比如，五（5）
班盛卓远和四（3）班骆朱轩两位同学提

出了“打造自然、生态、人文、科普校园”

的想法，挑选出24个可种植物品种，种植

区域也格外考究，“地库出入口建议种植

雪松、香樟、水杉等常绿植物，打造厚实

隔离带，减轻车辆行驶产生的噪声污

染”，“教学楼正前方种植榉树、背面种植

朴树，‘前榉后朴’谐音暗合古代‘前举后

仆’，寓意金榜题名，逢考必中”。

项目化学习推进过程中，有些孩子

会问：“我们的设计是否真的能呈现在

未来的校园中？”老师们一面肯定学生

的探索，一面心里也直打鼓，“毕竟他们

还只是小学生啊”。但校长樊裔华的一

番话令大家豁然开朗：“让小学生学习

盖大楼显然是有困难的，但他们的参与

何尝不能为校园设计提供儿童视角

呢？参与设计的过程对提高学生对学

校的归属感、公民参与意识是否也是极

大的推动呢？”

新大楼年底开建 小设计师已上岗
——松教院附校邀请高年级学生参与新校园设计

本报讯（记者 刘芮孜）“回到母

校，我很高兴。”“同学们一定要好好读

书，为国家和社会多作贡献。”近日，“七

一勋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东华大

学 1960 级校友黄宝妹走上《锦绣中国》

讲台，与青年学子分享她为实现“全国

人民穿好衣”目标而坚守岗位、不懈奋

斗的动人故事。

从普通纺织女工到全国劳动模

范，从电影演员到一生践行“为人民纺

纱”诺言……讲台上，92 岁高龄的黄奶

奶满头银发，却依旧精神矍铄，向学生

们娓娓道来。黄宝妹说，她经历过苦

难的童年、黑暗的旧社会，新中国成立

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共产党来了，工

人阶级当家作主。”怀着对共产党的无

限感激之情，黄宝妹以“拼命干”的劲

头投入到新中国建设中。“由于文化底

子薄、基础差，刚开始老师上课听不

懂。”黄宝妹回忆起 60 多年前求学的难

忘时光。20 世纪 60 年代，已近 30 岁的

黄宝妹被保送到新中国第一所纺织高

等学府东华大学（时名华东纺织工学

院）深造，从接头纺纱到进入大学课

堂，对于她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但面

对压力，她从没有想过打退堂鼓。基

础知识薄弱的她凭着那股子劳模的韧

劲，每天在自习室学习到深夜，虚心向

老师同学请教。三年寒窗，终于顺利

完成了全部课程学习，以优异成绩获

得毕业证书。

作为一名出生在旧社会、成长在新

中国的劳动模范，黄宝妹是国家发展的

见证者、参与者和奉献者，同时也是新

中国优秀纺织人的缩影。年轻时，黄宝

妹在纺纱工作岗位上创造性地发明了

“单线巡回、双面照顾、不走回头路”的

操作法，1953年被评为新中国第一代劳

动模范。1956年受到毛主席接见后，她

下定决心要一门心思纺好纱，让全国人

民穿好衣。“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

天的幸福生活。”“中国的未来要靠年轻

人，你们是社会主义接班人，一定要热

爱祖国，好好学习，将来为国家和社会

多作贡献。”讲台上，黄宝妹这样勉励青

年学子。

黄宝妹激情昂扬的精神状态、幽默

风趣的语言、清晰敏捷的思维赢得了在

座东华大学及东华附校500余名大、中、

小学生的阵阵热烈掌声。“从黄奶奶身

上，我看到了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

她在平凡的纺纱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

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作为一名纺织专

业学生，我要努力传承纺织前辈的崇高

精神，奋发前行，以实际行动为纺织事

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东华大学

纺织学院2023级本科生李雪感言。

“希望以模范引领广大青年学子在

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成

就梦想。”东华大学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多年来，学校始终注重将劳模精神

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通过思想教育、

课堂教学、社会实践等弘扬和传承劳模

精神，激发广大青年学子的劳动热情、

创造潜能，以及创新实践能力，从而成

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本报讯（记者 李光） 佘北大居

综合公共交通枢纽于 11 月 3 日正式

启用，目前有 4 条公交线进驻，包括

松江 91 路、松江 97 路、松江 104 路、

松江 105 路，可与轨交 9 号线佘山站、

松江新城站接驳，方便片区居民公

交出行。

佘北大居综合公共交通枢纽位于

强业东路 636 号、陆宝山路西侧约 30
米处，占地面积约 9080平方米。整个

枢纽站设计可容纳 11条公交线，配备

有 18个充电桩。记者在现场看到，除

公交车候客站外，该综合枢纽站站内

办公楼还配有公交调度室、驾驶员休

息室、洗手间等。

松江公交公司营运信息部副部长

周旻告诉记者：“为确保新站点顺利启

用，公司提前对 4条线路 12 辆配车所

涉及的驾驶员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组

训，确保驾驶员熟悉掌握调整后的线

路走向。为全力做好营运保障，公司

对车厢内线路走向图和站内四牌一图

进行了更换，方便乘客及时了解线路

变更信息。”

本报讯（记者 宋崇）在前不久刚刚

结束的杭州亚运会上，中国男子手球队

获得第五名，创造了自1998年以来的中

国男子手球最好成绩。11月 3日下午，

松江籍中国男子手球队队员朱世杰利用

休假间隙来到松江区方塔小学，给这里

的小学生手球队员现场授课，这也是小

队员们第一次接受国家级运动员的指

导，他们纷纷表示，这堂课上得挺“牛”。

“重心，重心要下来，目视前方，我

数123的时候，就同时前后脚站立，手要

放在这，拎起来。”朱世杰教得认真，小

队员学得仔细。“中国国家队队员给我

们上课，我感觉很激动、很自豪，我喜欢

手球这项运动，我会认真练习，希望以

后也进国家队。”学生向思叡说道。

据了解，方塔小学是松江区最早一

批开展手球教育的学校之一，2009 年，

在区体育局的布局下，学校开始组建手

球队，至今已有 14个年头，曾获得市锦

标赛第六名、市运会第八名的成绩。

“以前，很多手球队员都是篮球队

员转项过来的，从小学布局以后，手球

队员都是从小学生时期就开始抓基础，

学习技战术，这有利于运动员对项目的

理解和掌握。”方塔小学体育教师朱军

说道。

采访中朱世杰表示，这些年，随着

上海籍运动员在市队和国家队崭露头

角，也促进了家乡各个学校对手球运动

的支持。“我觉得学校能开展手球运动

教育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手球对青少

年的身体协调性、灵敏性和智力开发都

有帮助，松江的方塔小学、永丰小学等5
所学校都组建了手球队，以后可以为市

队或者国家队输送人才。”

本报讯（见习记者 俞悦琦） 伴随新一周开

启，气温在昨日清晨达到此次降温最低值，最低

气温仅为 7℃，创入秋新低。记者从区气象台了

解到，本周前半周有一个冷空气逐渐结束、气温

回暖的过程，但在16日前后将会有新的冷空气到

达。与冷空气一同抵达的还有降水和 6级阵风，

居民外出须注意做好防护措施。据了解，此轮冷

空气或将再创入秋以来茸城气温新低。

入冬的脚步逐渐急促，建议市民朋友们提前准

备好入冬衣物，平时家中的保暖设施也可以逐步开

始使用。立冬节气后，早晚天气尤其寒冷，老人孩

子以及体弱者应及时添加衣物，防止受寒生病。

具体天气预报如下：11月13日多云，7～13℃；

11月14日晴到多云，7～16℃；11月15日多云转阴

到多云有短时小雨，8～17℃；11月16日阴到多云有

短时小雨转多云，9～14℃；11 月 17 日多云，6～
14℃；11 月 18 日多云，5～17℃；11 月 19 日多云，

10～19℃。

本报讯（记者 张立）“每天

沿着步道散步，看看周围景色，可

舒服了。”阳光下，井凌桥村村民姚

米芳的额上冒着微微汗珠，她不时

活动着双脚，显得神清气爽。近

日，村里4条全新的健身步道建设

完成，村民们期盼许久的专属运动

场地终于落地，乡村美景与运动健

身在这里得到了完美融合。

上午 9 时许，姚米芳便换上

运动鞋，相约着邻居前往村口新

建好的步道上散步消食。“步道和

村里的水泥路就是不一样，踏上

去感觉是有弹性的，再看看河边

景色，特别享受。”姚米芳说。随

着新步道的建成，和姚米芳一样

每日“打卡”步道的村民不在少

数，村民们有时慢走，有时快跑，

汇成了一道亮丽的健身风景线。

据悉，此次新建的步道均为沿

河步道，分别位于井凌桥村中心港

北岸、横河北岸以及横河南岸东西

两段，总长约2500米，宽1.2米。

井凌桥村党总支书记桂静

静表示，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

中，不少村民都曾表示希望拥有

一处专门的健身区域，为此，村

里优化资源布局，结合村内自然景观，沿河铺设

步道，让村民可以行走观景，完善村民“15分钟健

身圈”。“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做好河岸绿化提升

工作，安排专人做好步道维护事宜，让乡村生活

更丰富更和谐。”桂静静告诉记者。

据悉，除了井凌桥村的健身步道，马桥村、四

村村、徐姚村等村庄也在今年纷纷新建了健身

点。叶榭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叶榭将持续推

进体育惠民工程建设，让乡村生活更显生机。

本报讯（记者 贾丽） 11 月 9 日上午，“我与

院士零距离”两院院士签名书展在云间粮仓云

间艺术空间开展。捐赠者、延安中学 1956 届高

中部校友熊光楷，中国工程院院士周良辅、张志

愿，以及百余名延安中学师生参加开幕式。

据了解，“我与院士零距离”展览汇集了钱学

森、杨振宁、孙家栋、袁隆平、黄旭华、梁思成、徐匡

迪、韩启德、王志珍、钟南山等60位两院院士的签名

书。这些院士中，既有“两弹一星”元勋等我国科技

事业的开创者，也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既有“共和国

勋章”获得者，也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希望通过此次展览，进一步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

学知识，在青少年中树立尊重科学研究、尊崇科技

人才的良好氛围。”云间粮仓董事长鲍炳新说。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两院院士与学生对话”

活动，延安中学的学生代表就大家关心的问题向

两位院士提问，院士一一耐心解答。

“中学是人生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应

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为今后的成长打基础。”周

良辅说。“希望我们的孩子从小学、中学起就培养

家国情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这个书展的内容

非常丰富，各个领域的院士都可以成为学生们的

榜样。”张志愿说。

熊光楷1939年出生于上海，1996年任解放军

副总参谋长，2000年晋升为上将。工作之余，熊

光楷和妻子致力于以签名书为主要内容的收藏

活动，并共同撰写了“藏书·记事·忆人”系列图

书。2013年开始，熊光楷多次精选出自己所收藏

的作者签名盖章书赠予母校，至今已向母校捐赠

签名盖章书超过2000本。

为了“全国人民穿好衣”而奋斗终生
“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黄宝妹走上东华大学《锦绣中国》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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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签名书展
弘扬科学精神

松教院附校学生正在讨论设计方案。 受访者供图

佘北大居综合枢纽启用，图为市民在车站等候公交车。

记者 李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