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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爽） 12 月 5日，第

38 个“国际志愿者日”下午，“云间志愿

行 聚力新实践”松江区 2023 年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季在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启动，现场为2023年新时代文明实

践和学雷锋志愿服务“六个最美”先进典

型、2023年松江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优秀

扶持项目等颁奖，并发布2023年新时代

文明实践“六个我践行”项目书。

今年以来，松江区持续深化文明实

践内涵，壮大志愿服务队伍，不断推进

新时代文明实践三级阵地标准化建

设，形成“1+17+363”三级阵地全覆盖

的阵地网络，打造遍布全区公共场所

的文明实践特色点 115 个，新建市级新

时代文明实践公园 2个，在家门口的阵

地网络基础上，着力构建起具有松江

特色的文明实践阵地。与此同时，围

绕学习阅读、基层宣讲、展览展示、文

化演艺、实事惠民等积极开展五大云间

行动，并推出百个文明实践主题活动特

色项目，举办相关活动 1000 余场，58万

市民参与其中。

微光成炬，涓滴成海。近年来，松

江区志愿者队伍在前进中发展，在发

展中前进，形成了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专业人才汇聚的良好局面。据统计，

截 至 目 前 ，松 江 区 注 册 志 愿 者 已 达

51.21 万 人 ，志 愿 服 务 组 织 共 有 1706
个，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和志愿服务

项目 740 余个，扶持新时代文明实践项

目 127个。其中，“云间理堂”、“红色基

因代代传”和上海松江供电公司志愿

服务队等一批有特色的项目品牌和团

队活跃在文明实践及志愿服务一线；

“我们的节日·精神的家园”、文明风尚

嘉年华等活动依托三级新时代文明实

践阵地网络，将多姿多彩的特色实践

及志愿服务送至群众身边。

活动现场还为区级市民巡访团退团

成员颁发荣誉证书，为2023年松江区公

益广告征集大赛获奖代表授奖，并发布

松松文文第二季微信表情包及文创产

品。而在会场外的便民服务主题集市

上，“逐梦星河”航天科普、“小松电学

堂”、“身体红绿灯”、新手爸妈训练营等

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也为市民提供了丰

富多彩的互动体验。

“新的一年，我们将以‘传播理论我

践行’‘凝心铸魂我践行’‘市民修身我

践行’‘弘扬新风我践行’‘涵育文化我

践行’‘志愿服务我践行’等‘六个我践

行’为主题，开展丰富的实践活动，在文

明实践中弘扬主流价值观，培育文明风

尚，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松江区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建设工程招投标市场一直是利益汇

集之地、暗流涌动之所，招标代理机构接

受招标人委托，办理招投标相关事宜，其

代理服务贯穿整个招投标流程，被认为

是参与度最高的一方主体。随着我国对

招标代理机构和人员资质全面放开，招

标代理行业专业能力不足、业务质量不

高等问题逐渐凸显。为此，我们成立专

项调研组，通过实地走访、召开座谈会、

调查问卷等方式，梳理问题不足、研究对

策举措，通过创新行业监管模式，着力打

造我区招投标领域更优营商环境。

广泛调研发现问题不足。建设工程

招投标市场主要有建设单位（招标方）、招

标代理机构、施工总包（投标方）三方主

体。为了真实了解招标代理行业现状，找

准行业监管痛点、难点、堵点，我们将三方

主体一并作为调研对象，多角度、广范围

寻踪觅迹查实情。我们调研招标方，发

现多数建设单位对项目招投标环节程序

不够了解，缺乏对招标代理机构的必要

监督，主体责任落实不够到位；我们调研

投标方，了解到招标代理机构对工程量

清单编制不准确，容易造成后续工程结

算出现双方扯皮现象，影响工程竣工；我

们调研招标代理方，将上年度在松承接

建设工程代理业务的招标代理机构共42
家全部纳为调研对象并发放调研问卷，

从中挑选涉及函询、约谈、扣分等排序前

20家的机构进行深度走访，并抽取100个

招标代理项目进行经办情况检查。调研

发现，招标代理机构内部管理标准不够

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有的招标代理机

构把办公场所设置在住宅小区里；有的

招标代理机构缺少专用资料档案室；有

的招标代理合同对项目负责人未确定或

随意确定，之后实际操作时再临时指定；

有的项目负责人对招标流程、我市招标文

件范本等基本内容都不熟悉。

深入分析找准根源症结。作为行业

主管部门，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特别是

具有普遍性、共通性的问题，我们召集招

标代理机构、建设单位、投标单位开展专

题座谈，畅达民意找根源。主要有：市场

准入门槛低，公司设置和人员组成缺乏

强制性标准，从业人员无对口专业设置，

资质资格审查取消后，又缺乏相关业务

培训，导致从业人员专业素质普遍不

高。惩戒措施有局限，目前我市对招标

代理机构的管理，仅限于监管部门对项

目经办人扣分处理，属于对底线错误和

极端行为惩戒的“底线管理”，导致招标

代理机构将项目不同标段分配给不同代

理人员，规避个人扣分触及业务暂停底

线。监管合力未形成，多数建设单位并

不关注项目的招标环节程序，委托招标

代理后往往将相关事宜全权交由代理机

构负责，后续仅依代理程序需求提供必要

资料和确认签章等，甚至部分建设单位对

资质资格设定依据都不清楚，极大增加了

因代理失误而导致项目暂停的风险。

精准施策强化立体监管。从调研的

情况看，加强招标代理机构监管不能局

限于某个点上改进，而应该从市场主体

出发，多管齐下、多策并用，拓展服务内

容，创新监管模式，织密立体监管网络。

一是着眼强化招标代理机构业务能力提

升，我们积极与市建设工程咨询协会协

调，为我区每年开展一次关于招标代理

的系统培训，为招标代理机构和具体从

业人员搭建学习桥梁，提升业务能力和

水平。二是着眼强化招标代理过程规范

有序，我们制定《松江区建设工程招标投

标代理行为专项检查方案》，将场外项目

和机构内部管理等纳入范围，每半年开

展一次专项检查，按期公布结果，及时采

取扣分、约谈、曝光等措施，强化问题整

改，持续堵塞漏洞。三是着眼强化建设

单位主体责任有效落实，我们加强对建

设单位招标投标法律法规、制度政策等

宣贯培训，严格贯彻落实招投标异常情

况招标人函询制度、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风险警示制度，推动招标人建立健全内

部防控机制，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四是

着眼强化招投标市场形成良性竞争，我

们探索制定《松江区建设工程招标代理

机构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从内部

管理、项目经办、监管部门评价和建设单

位评价4个方面，坚持行政监督、社会监

督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科学建立招标代

理信用评价指标体系，以信用评价为主

导，堵塞漏洞防“钻空子”，激发招标代理

机构提升内生动力，达到规范市场行为、

提升招标代理质量的目的。

通过近一阶段的集中调研，我带队

问诊施策，查隐患、促整改、建机制、堵漏

洞，在招投标行业治理上迈出一大步。

但行业整治绝非一蹴而就之事，重在久

久为功。下一步，我们将坚决落实“事

中、事后”监管职责，继续深挖影响招投

标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堵点、难点、痛

点，创新更为科学、精准、有效的监管举

措，努力打造依法合规、诚实守信、有序

竞争的良好招投标市场和营商环境。

松江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党组书记、主任 胡民

扭住治理关键 创新监管模式
——打造松江招投标领域更优营商环境

云间志愿行 聚力新实践

松江区2023年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季启动
本报讯（记者 梁锋 通讯

员 程蔚妍）发挥标准化助力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城市

精细化治理的作用。松江区

近期发布了两项区级标准化

指导性技术文件《森林火险预

警和响应要求》（标准编号：

DB31117/Z 021-2023）和《经

营性农村自建房安全管理导

则》（标准编号：DB31117/Z
022-2023），均于 12 月 1 日起

正式实施。

《森林火险预警和响应

要求》规定了松江区森林火

险预警信号发布的原则、发

布技术指标及判定原则、发

布流程要求、发布与传播要

求等内容。文件契合当前松

江区的实际情况，形成了具

有松江特色的城市森林火险

指数计算方法，为保障本区

森林消防安全、提升消防环

境奠定良好基础，适用性和

可操作性较强。

《经营性农村自建房安全

管理导则》提出了经营性农村

自建房的结构安全、消防安

全、燃气安全、出租管理、审批

要求等多方面要求。文件为

松江区逐步完善自建房相关

政策体系和管理制度，以及建

立农村经营性自建房长效管

理机制提供了依据，为提升本

区自建房安全管理水平，保障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奠定基础。

今年 3月，区市场监管局

（区标准化工作联席会议办公

室）根据前期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提出的立项申请，

严把立项关，在分析研究了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及

可行性后，正式对上述文件予以立项，编制单位区

消防救援支队和区建管委针对文件的编写进行

了广泛调研、编制起草、征求意见，随后完成标准

起草编制工作。9月，区市场监管局组织标准化、

消防和建设领域的专家对文件进行逐项审查。

编制单位根据专家组提出的建议，对标准文本有

关内容作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区市场监管局按

照程序报区政府批准后正式发文发布。

据悉，截至目前，松江区已发布了 22项区级

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其中既有助力城市治理

的《城市管理精品示范街区创建要求》，也有助推

产业发展的《生物医药产品注册指导服务工作站

服务规范》，以及服务实事民生的《认知症老人评

估与照护指南》等文件。

本报讯（记者 王梅） 第十二届长

三角地区中小学班主任基本功大赛日

前举行。经过层层比拼，松教院附校教

师顾诗忆、华二松江教师丁楠两名松江

班主任在比赛中荣获多个奖项。

据悉，本届大赛聚焦班集体建设和

新时代全面育人理念，重点关注义务教

育“双减”和课后服务工作、中小学劳动

教育、校家社协同育人、生态文明教育、

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理想信念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等主题。大赛分小学组、初中

组、高中组三个组别，各设置综合等第

奖，同时设置了育人故事、带班育人方

略、主题班会、情景模拟4个单项奖。

经过激烈比拼，顾诗忆获小学组综

合特等奖，育人故事、带班方略单项特

等奖，主题班会、情景模拟单项一等奖；

丁楠获高中组综合二等奖，育人故事特

等奖，带班方略一等奖，主题班会、情景

模拟二等奖。

从区赛到市赛，再到长三角比赛，

两名教师在比赛中忙碌付出，也在比赛

中感受作为班主任教师的幸福。顾诗

忆说，松教院附校校园内，人民教育家

于漪“向着阳光生长”的题词是自己的

座右铭，激励着她在日常带班教学中砥

砺前行，探究教育的真谛。今后，她将

继续心怀教育理想，用心用情拨动学生

的心弦，陪伴学生向着阳光一路前行。

“不畏跋涉，是因为身边有众人的陪伴；

无惧开拓，是因为集结了团队的智慧。”

丁楠也表示，未来的职业道路上，他将

“执着于理想，纯粹于当下，继续做一个

幸福的班主任”。

据介绍，本届大赛旨在增强长三角

地区的合作交流，共同促进班主任队伍

专业化发展。来自长三角地区的 60名

中小学优秀班主任同台竞技，共同探讨

“拨动学生心弦的艺术”。

本报讯（记者 宋崇）记者从区林业

站获悉，泖港镇黄桥村的开放休闲林地

日前建成并投入使用。该林地位于黄浦

江上游的圆泄泾、斜塘江和横潦泾交界

处，面积195.46亩。

据了解，此前，这片林地作为生态片

林，主要种植香樟、枫香、水杉、栾树、桂花

等。今年，区林业站会同泖港镇林业部

门，结合现有基础设施，以辟建休闲步道

为主线，沿途进行景观提升改造，增设“森

林秘境”“杉林晚霞”和“枫林浸染”等景

观，搭配种植樱花、紫荆、玉兰、海棠、红枫

等彩叶树种，对重要节点及道路两侧进行

景观提升改造。同时，增设多组生态景观

组合座椅置于景观步道间，林地还增设了

亲水平台、栈桥、休憩凉亭等。

“开放休闲林地是松江建设公园城

市、森林城市的重要路径，通过打造更多

慢行游憩空间，提升林地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将森林打开，提升老百姓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区林业站相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目前，我区建成 18 处开放休闲

林地，为市民提供休闲、健身、游憩的天

然绿色空间。

本报讯（记者 李于伯） 共青团中央、农业农

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表彰第二届全国乡村振

兴青年先锋的决定》，松江青年何杨阳上榜。何

杨阳是上海土是宝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松江

区乡村振兴青年人才联谊会会长，近年来，他通

过新技术、新平台、新理念，为传统农业注入“新

活力”，努力绘就一幅农业现代化的新画卷。

“90 后”何杨阳是土生土长的新浜人，他

2018 年放弃高校工作回乡创业，成立上海土是

宝农业专业合作社，从此一头扎进农田，用科技

的力量改变着人们对传统农业的认知。回来之

初，何杨阳便将植保无人机技术应用到种田中，

在解决农业植保劳动力问题的同时，大大提高

了作业效率。随后，何杨阳牵头建立了华东地

区首个无人机农业应用场景实训基地，先后培

训 160 余名“农民飞手”取得无人机飞行执照，

“土是宝”无人机植保服务团队年服务面积达到

4 万余亩次。去年，何杨阳带领团队完成了“无

人机服务现代农业（水稻种植）”标准化试点项

目，为无人机植保作业在上海地区服务推广提

供技术标准。

农业数字化一直是何杨阳的梦想，土是宝与

江苏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大、自然资源部第一

地形测量队、上海中航欣盛航空技术有限公司等

高校与专业团队进行产学研跨界合作，探索实践

农业数字化转型，以数据生态驱动产业发展，形

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新模式。何

杨阳带领团队操控无人农机铺设 5G 农业专网，

结合 5G 北斗高精度定位、人工智能、大数据，实

现“数控”升级，打造农业数据一体化驱动平台，

为农业数字化赋能。

作为新型职业农民，除了应用高科技手段

种田之外，如何促进农民增收也是何杨阳创业

的初心所在。创业以来，何杨阳带领合作社注

册了“土是宝”大米品牌，实现从“卖稻谷”到

“卖大米”转型，并且不断打造“土是宝”IP 品牌

效应，推出土是宝大米酿造的酒、生态米秕粉等

衍生产品，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带动合作社农民

人均年增收超 2 万元，合作社绿色认证面积从

成立之初的 200 亩扩展到 1427 亩。“既然选择了

投身乡村，就要厚植爱农情怀、深耕数字农业建

设，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在乡村振兴大舞台争

当排头兵，把青春力量贡献在希望的田野上。”

何杨阳说。

195.46亩森林“敞开大门”

泖港镇浦江源开放休闲林地建成开放

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放榜

松江新农人成为
全国“青年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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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中小学
班主任基本功大赛举行

松江两名教师
荣获多个奖项

秋日渐深，秋意愈浓。松江文诚路、南青路等街头和广富林文化遗址等景区已披上“秋日盛装”。图①为广富林文化

遗址内秋色和古韵交织；图②为文诚路（园中路—人民北路）边的银杏树叶已全部呈金黄色，犹如披上了一层“金甲”；图③
为南青路旁种植的三角枫由橘红变为深红，色彩温暖而热烈。 记者 张艺鸣 蔡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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