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 者 牛 立

超） 上海市文旅局日前公

布了《上海市第一批革命文

物名录》，其中包括 150 处

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松江共

有 5处入选，分别是枫泾暴

动指挥所旧址、吴光田烈士

墓、中国共产党淀山湖工作

委员会旧址、史量才故居、

马相伯故居。

枫泾暴动指挥所旧址

位于新浜镇大方村的大方

庵，建于清代，为佛教建筑，

由山门、围墙、南北两殿和

东西两厢构成院落，面阔五

楹。1927年，因为大方庵地

处松江、青浦两县交汇处附

近，枫泾、新浜之间的偏僻

乡野，反动势力相对薄弱，

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土

地革命时期领导松江、青浦

附近农民进行武装斗争的

活动中心，后为“枫泾暴动”

的指挥所。

吴光田烈士墓是一处

藏在居民区里的红色遗迹，

位于谷阳北路菜花泾的一

个居民小区里。整个墓园有一个独立的小型

院落，遍种绿植，环境清幽，墓园首建于 1936
年。2008年，区文广局、区民政局和岳阳街道

等单位对吴光田烈士墓进行全面修缮，新建照

壁、碑廊等介绍烈士的生平。

中国共产党淀山湖工作委员会旧址位于

岳阳街道松汇中路 972 弄，根据史料记载，抗

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的领导

下，苏南人民与日伪反动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

的斗争。1940 年 10 月，中共江苏省委将昆

（山）、嘉（定）、青（浦）中心县委与浦东工委合

并，扩建为淞沪中心县委。“皖南事变”后，1941
年 5月，淞沪中心县委改建为路南特委，在松、

金、青地区辖淀山湖、青东、浦南三个工委。路

南特委派李月华在其松江居住处建立联络点，

由特委委员金子明单线联系。7月，淀山湖工

委成立，8月，设机关于松江景家堰。

位于泗泾镇江达北路 85号的史量才故居

是清代建筑，1924年进行翻建改造，为报业巨

子、爱国进步人士史量才的故居。宅面南，阔三

间，共三进，占地954平方米，建筑面积800余平

方米。1949年5月至8月，松江县政府在史宅办

公。2000年，泗泾镇政府将史量才故居内的图

书馆迁出，并修缮一新，陈列了史量才生前用过

的红木雕花床等家具和“九龙杯”等器皿，并通

过文字、图片、名人题词、《申报馆》模型等史料

介绍著名爱国者、杰出的新闻事业家、中国现代

报业巨子史量才的“国格、报格、人格”。

马相伯故居坐落于泗泾镇，于 2003 年开

放，与史量才故居相近。其自成一体，为江南

风格私家住宅，给人以平实无华、简朴淡雅的

感觉。厅堂内两侧挂满了浓缩马相伯生平经

历和卓越贡献的文字及相关图片，生动形象地

展示了马相伯不平凡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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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第二版

▲

小昆山镇新增
“吸氧”好去处

详见第三版

▲

播种绿色希望
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讯（记者 韩海峰）春风播

新绿，植树荫后人。3月12日上午，

区委书记程向民，区委副书记、区长

李谦，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唐海东，区

政协主席刘其龙等来到G60沪昆高

速公路松江东出口文翔东路绿地，

参加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植树现场，程向民听取了全区

绿化工作安排及 G60 沪昆高速公

路松江东出口文翔东路绿地建设

推进情况汇报。该绿地总面积约

7.5 万平方米，本次植树面积 6000
平方米，共栽植各类树种 124 棵，

以乔、灌、花相结合，将形成天际

线起伏、季相分明、四季有景的绿

地景观。

程向民指出，持之以恒开展植

树造林、绿化环境，是建设“科创、人

文、生态”现代化新松江的重要举

措。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为指导，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全

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要精心规划、

精心建设，提升绿化、美化、彩化、效

益化水平，努力让城市更宜居、环境

更优美、市民更有获得感。

随后，区领导挥锹培土，接连种

下榉树、朴树、榔榆、合欢、香樟、桂

花等树种，植树现场一片火热景象。

区委常委于宁、赵勇、吴继华、

竺晓忠和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

政协负责同志等参加了此次义务植

树活动。

今年，松江将继续大力推进生

态环境建设，计划建设 5 座社区公

园、10座街心花园、15公里绿道、1.7
万平方米立体绿化，开展 30余个绿

地提升项目，并将重点打造通波塘

绿道，提升两岸环境，实现 6.5公里

步道全线贯通，全面提升松江城市

品质。

□记者 秦天

全力建设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打造人才

集聚新高地，松江正牢牢牵住科技创新“牛鼻

子”，铆足劲头加油干。在这里，产教融合擦出

了“新火花”。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电子电气工程学院的

老师们走出校门，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上海欣诺通信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串门”，了解企业需求、交流专

业技术；在公司的通信研发部门，该校师生与

员工一起，通过协同创新合作不断转化科研成

果。不仅如此，欣诺通信的技术专家还会定期

带着真实案例走进课堂，指导学生们构建与未

来职业相适应的“知识树”。这些场景，是松江

产教融合项目的缩影，也将成为区域企业与院

校融合发展的新常态。

目前，欣诺通信与工程大的合作项目是光

纤传感智能检测系统研发。光纤传感系统能够

对传感光纤上任意一点的振动、温度等信息进

行感知和定位，在安防、油气管线、电力电缆、通

信线路监测以及结构安全监测领域应用广泛。

未来，该系统有望真正实现无人值守智能监测。

“通过产教融合，高校的人才与研究成果，

企业的设备、资源与专业人员等能够在一个平

台上充分共享。我们在光纤传感研究领域的

算法突破已经在欣诺通信的新产品中实现应

用。”工程大电子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高级工

程师孔勇对该项目深化产学研合作、实现技术

创新与成果转化的前景信心满满。

“在欣诺通信，实习生不是‘吃瓜群众’，而

是实实在在地参与一线研发工作。”2018年毕

业于工程大电子电气工程学院的唐麒隆现在

是欣诺通信光纤传感项目工作人员，他告诉记

者，公司为参与项目的本、硕学生配备了经验

丰富的企业导师，还提供很多实操机会，“在光

纤传感软件开发过程中，多次应用了实习生提

供的新想法”。

“我在公司一边实习，一边做本科论文，毕

业后顺利入职。”荣宇卿是工程大电子电气工程

学院 2019届毕业生，专业与就业无缝衔接，正

是得益于公司与学校的产教融合项目。“我实习

的时候就在同部门遇到学长，通过成为项目实

习生搭上了‘入职直通车’，近几年工程大每年

有10余人‘团签’进公司，总数将近40人。”荣宇

卿笑言，“都可以‘原地’成立校友会了。”

以行业需求推动学科发展，以技术交流推

进产品创新，同时，培训人才、招聘人才，可谓

一举多得。区职业教育集团管理办公室主任

张丽华介绍，自2016年起，松江已先后建立34
家校企合作基地，其中 12 家是长三角 G60 科

创走廊扶持企业。2020年，欣诺通信、延锋伟

世通、富悦酒店三家基地入选上海市第二批产

教融合型试点企业，并纳入产教融合型企业建

设培育库。

从“流水线培养”到“为行业订制”，产教

融合打造“智智”之合。在松江，东华大学、上

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立达学院、上海城市科

技学校等 7 所院校与企业的产教融合发展初

现成效。

截至2020年末，全区共计培育271个产教

融合项目，有效推动了院校办学模式改革、培养

适应现代企业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技术技能人

才，实现了校企双赢。今年 2月，区教育局、区

人社局、区财政局、区总工会提出《松江区2021
年度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基地建设意见》，明确了

建设目的、内容、申报程序及管理办法。

程向民在参加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时要求

让城市更宜居
环境更优美市民更有获得感

李谦唐海东刘其龙参加

本报讯（记者 陈燕） 松江二

中校园里的雕像人物、松江第一位

共产党员侯绍裘成为师生原创话

剧的主角。为庆祝建党百年，松江

二中师生们创作了话剧《路》，眼下

正在紧张排练，这是学校庆祝建党

百年“六个一”系列活动内容之

一。用活红色资源、讲活历史故

事、搞活教育形式，松江二中充分

挖掘校内红色资源，将党史教育融

入育人实践，让党史“活”起来，师

生学习“热”起来。

“顾不了那么多了。去年十月

至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牺牲

数百工人兄弟，上月底终于成立上

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这是城市政

权之开始，是中国革命希望之起点，

我必不能轻易放弃！”当饰演侯船之

（侯绍裘原型）的“00后”学生何奕川

慷慨激昂地喊出这段话的时候，排

练现场的师生们都感到热血沸腾。

“侯绍裘是松江第一位共产党员，学

校里有他的雕像；松江二中的校名

是上海民革主委、公路专家赵祖康

题写的，学生们都很熟悉他们的名

字。剧本以两人的革命故事为原型

改编创作，更加接地气。学生们跟

随剧本穿越时空，可以情景式、浸入

式了解历史。”剧本主创、历史老师

管夕茂告诉记者。

据了解，侯绍裘和赵祖康同为

松江人，同为松江二中校友，且同

时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

大学前身）土木工程系。剧本共分

为五幕，以晚清以来近代中国的激

荡风云为时空背景，以松江青年侯

船之在中国大地寻途求索，由思想

激烈彷徨终至彻悟而殉道的经历

为主线，以他和赵祖康两人同乡、

同窗、同志的“三谊”为副线编写，

关联家国命运与民族情怀。剧本

名称《路》寓意着两人共同拯救国

家、实现富强之路。虽然两人加入

了不同党派，但救国救民一直是他

们的共同理想，剧本也投映中国共

产党与民主党派为建立新中国肝

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奋斗历程。学

生们表示，通过侯绍裘和赵祖康为

实现共同理想而互相支持鼓舞的

故事，了解了民主党派在国家社会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更加深入

理解了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的基本政治制度。

为了更好地还原人物，师生们

主动查阅相关资料，重读《侯绍裘文

集》，剧本中很多台词直接引入了

《侯绍裘文集》中的原话。饰演侯船

之的高二（12班）学生何奕川表示，

在参与演出的过程中，由衷地感受

到信仰的力量，作为青年学子，要谨

记和感激革命烈士为中国所付出的

一切，更要将烈士的红色精神传承

发扬下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

力奋斗。

松江二中校长俞金飞表示，为

庆祝建党百年，松江二中充分利用

身边红色资源，近期已启动“六个

一”系列活动，除了话剧外，学校还

统一编写了教案，各班主任将以学

习侯绍裘精神为主题为学生们上一

节德育课。师生们将自编自导制作

一段侯绍裘视频，通过光影资料，讲

述侯绍裘个人革命史。学校还将举

办一场侯绍裘展览，反映侯绍裘光

辉一生。学校党委还将牵头开展党

建课题《把四史教育融入立德树人

的全过程》研究。另外，学校还与侯

绍裘的后人积极联系，希望进一步

挖掘红色资源，计划设立绍裘奖学

金，弘扬侯绍裘精神，丰富党史学习

教育载体。

专业与就业无缝衔接
实习期就搭上“入职直通车”

——松江升级校企合作共享平台，推进产教融合

《
上
海
市
第
一
批
革
命
文
物
名
录
》
公
布

松
江
五
处
革
命
文
物
入
选

追寻烈士足迹 激荡学子心志
松江二中创作革命历史题材话剧传承红色文化

加快建设长三角G60科创走廊
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

本报讯（记者 周丹丹） 十三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全文日前发布，加快建设长三角G60
科创走廊被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出现在《纲要》第三

十一章“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中的第四节

“提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水平”中。《纲要》提

出，“瞄准国际先进科创能力和产业体系，加快

建设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和沿沪宁产业创新

带，提高长三角地区配置全球资源能力和辐射

带动全国发展能力”。

从秉持新发展理念的基层生动实践，到

上升为国家战略重要平台，又通过法律程序，

庄重地纳入国家规划并成为国家行动，长三

角G60科创走廊的这条“跨越之路”走过了五

年时间。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2016 年源起松江，

2017年联通嘉杭，2018年九城联动，2019年纳

入国家《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

要》。2020 年中央六部委联合印发《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建设方案》，明确了“三先”走廊

战略定位，提出到2025年把长三角G60科创走

廊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创走廊以及

我国重要创新策源地。2021年3月，十三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

远景目标纲要》，将加快建设长三角G60科创

走廊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

五年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始终按照时

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 2007年视察松

江时提出的“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大力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推动与长三角周边城市的分工

合作，不断提升产业能级和水平”为根本遵循

和指路明灯，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实

现了一系列“从0到1”的突破，经济实力、科技

实力、综合实力不断实现了新跨越。

乐都西路跨油墩港桥西起鼎源路，东至辰塔路，全长1085.4米，宽40米，计划今年10月

完成。 图为3月15日，施工人员正在桥面施工作业。 记者 岳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