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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褪色的丰碑

本报讯（记者 彭璐） 以花为媒，迎八方来客，

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正在上海崇明举行。6月

11日晚，松江区融媒体中心、崇明区融媒体中心联

合举办“花开中国梦——中国花卉博览会专享购

物节”直播，带领网友云上游花博，足不出户畅购

特许好物。

本次区区联动合作直播是崇明区融媒体中心

在花博季系列直播中首次尝试以直播带货的形式

对花博会进行推介。十种包含“崇明元素”的花博

会特许商品首次通过直播间面向观众售卖，包括

花博会定制款光明冰激凌、花博会特许商品明珠

湖猪肉礼盒、花博会吉祥物圆圆梦梦大礼包等。

“这次的直播体验很特别，直播带货的形式能

让观众更直观地走进我们的花博会。”来自崇明区

融媒体中心的主播路路子告诉记者。

直播过程中穿插的6轮互动抽奖紧扣主题、力

度空前，观众可以通过点赞、评论特定通关词、猜

谜的方式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得花博会门票、盖全

章的花博会定制护照、花博会特供玩具泡泡机等

花博会主题好礼。

今年 2 月 26 日，松江区融媒体中心举办了首

场直播带货活动，在建立“新闻+政务服务商务”模

式上迈出了第一步。截至目前，“上海松江”客户

端“云商圈”平台已累计举办10场不同主题的直播

带货活动，累计观看量逾 6万人次、点赞 50 余万、

评论互动2万余条。

下一步，除了与崇明等本市区级融媒体中心

积极交流合作以外，松江区融媒体中心还将面向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其他 8个城市开展媒体融合

发展工作，不断开拓创新，深入学习交流。

本报讯（记者 王晨羽 通讯员 张

嘉煜 文 记者 岳诚 摄）随着“嘭”的

一声发令枪响，四条龙舟宛若游龙在

泗泾塘奋勇争先，堤岸上的喝彩声此

起彼伏……（见上图）6月 12日 7时 30
分，上海城市业余联赛龙舟比赛暨松

江区第十二届端午龙舟赛开赛。来自

全区各街镇、委办局及高校的 30支队

伍，共400余名队员参加了比赛。

据悉，此次赛事采取了线上预约

观赛，当日共有参赛人员及观众近

3000人。为了确保赛事活动安全顺利

进行，松江警方在赛前制订了严密的

安保工作方案，在自有警力的基础上，

叠加了街镇特保、志愿者近 200 余名

安保人员，按照分层管控、确保核心的

原则，分散至出入口及观赛点，提高了

见警、见员率，确保警情发生后1分钟

之内赶到现场，提升突发情况的处置

效率。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安保中，除了

陆路、水路上的安保力量外，松江警方

还添加了一双空路“千里眼”，通过无

人机的高空巡查，及时发现安全隐患

点，形成“水、陆、空”立体化安保防控

格局，全力保障观赛治安及交通秩序

平稳有序。

本报讯（记者 张小小） 演绎农耕文化之美，

绘就乡村振兴画卷，弘扬文明家风家训。6月11日

上午，松江区第八届家庭插秧节在广富林文化遗

址举行。来自全区的女农人、女能手代表现场示

范插秧，各街镇妇女干部代表以及亲子家庭代表

体验了插秧，共同分享耕耘的喜悦。

在市级非遗项目新浜山歌《摇一橹过一浜》的

歌声中，插秧节活动拉开了序幕。插秧是一门技术

活，取秧量要合适，插秧动作、力度要合适，插秧的

深浅度要合适，株距行距要合适，考验的是目力、手

法、体力和智慧。由女农人和女能人组成的代表队

身穿统一的服装，率先进行了插秧示范表演。

我区至今已举办了八届插秧节，今年首次组

建各街镇的参赛队伍，在当天举行了紧张又热烈

的插秧比赛。看着年轻人在田里插秧，在岸上的

张玲芳干着急：“不够整齐，两边的秧苗应该要像

条线直直地排列下去。”张玲芳是岳阳街道的参

赛选手，她从 9岁起插秧插到 37岁，对农活既有心

得又有感情。她说，举办插秧活动能帮助大家忆

苦思甜。

邬知容在绿洲艺术幼儿园念大班，此次随爸

爸一起来体验插秧，当他满身是泥地从田里爬上

岸后表示：“今后一定会‘光盘’。”区妇联相关负责

人表示，希望通过体验田园生活，各个家庭能在寓

教于乐中传承珍惜粮食、勤俭节约的美德家风。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比赛后，不

少市民和剪纸大师钱炳荣一起体验了剪纸的乐

趣，在文创集市寻找童年的记忆。

本报讯（记者 王

晨羽）“松法讲堂”是

区法院以“菜单式精准

普法”和诉源治理为目

标，为临港松江科技城

量身打造的特色普法

宣传品牌。6 月 10 日

下午，“松法讲堂”第六

期在园区 G60 科创云

廊体验馆二楼举行。

本次“松法讲堂”，

区法院民事审判庭法

官暨秉恒带来了题为

《厂房买卖中的常见法

律问题分析》的讲座。

讲座中，暨秉恒主要从

厂房买卖合同的效力，

履行、解除合同及违约

责任等方面进行了细

致讲解。“厂房买卖是

房地产纠纷里面比较

常见的一类纠纷，厂房

的标的额往往较大，所

以产生此类纠纷会给企业带来不小的

经济压力。”暨秉恒说，“我们想通过事

前普法，帮助企业了解相关法律知识，

更好地去规避一些法律风险。”

台下，30余名园区企业工作人员认

真听讲。据了解，每一名来参加讲座的

企业员工都能领到一套“松法讲堂”系

列丛书《企业常见法律问题宝典》，书中

包含劳动争议、经济纠纷、立案指南等

实用攻略。

本报讯（记者 张小小） 飞桨逐浪泗泾塘，龙

舟竞渡展风采。6月12日上午，上海城市业余联赛

龙舟比赛暨松江区第十二届端午龙舟赛举行。市

体育局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赵光圣，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徐卫兴，副区长顾洁燕，区政协副主席肖

镛等出席开幕式，为龙舟点睛。

龙舟竞渡是中华文明的千年传承，也是强身

健体的体育盛宴，龙舟精神更是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精髓。松江端午龙舟赛作为一项亲民、

聚民、乐民的群众体育活动，彰显了“秉持新发展

理念，改革辟路、创新求实，唯实唯干、拼搏奋进”

的新时代松江精神，已经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区级

品牌赛事。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今年是“十四五”开局年，

已举办十二届的端午龙舟赛创新求变，首次选址泗

泾镇举办。作为松江的历史文化名镇，泗泾塘两岸

一边高楼林立，一边是市井古镇，别有一番风味。

赛前仪式上，中华传统武术表演展现了松江

男儿刚强本色。啦啦操、舞龙舞狮等表演轮番上

场，将现场气氛逐渐推向高潮。民间“拜水仪式”

别具特色，扮演屈原的演员手捧竹简，在舒缓悠扬

的古乐声中，声情并茂地吟诵拜水祭文。

本报讯（记者 张小小） 早上6时开

市，晚上6时闭市，每日提供三餐，一周七

天无休。位于人民北路与荣乐中路交界

处（原招商市场）的岳阳社区食堂昨天起

试营业，辖区65周岁以上老年人前往就

餐，还能享受每天2～4元的就餐补贴。

“豆浆、油条、花卷、包子，早餐主要

供应这类传统点心。中午和晚上以本

帮菜为主，大荤 10元左右、小荤 6元、蔬

菜 3 元，米饭 1 元畅吃。”岳阳社区食堂

经营方负责人倪成军介绍，大荤中最贵

的是海鲜，售价 12元，红烧肉一类的 10
元，肉末蒸蛋较便宜，售价 8 元。食堂

提倡无现金支付，市民取餐后可通过两

台智能结算机刷卡或扫码支付。老年

人持卡结算可享受就餐补贴，65周岁以

上的老年人每天最高享受 2 元就餐补

贴，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天最高享受

4元就餐补贴。

目前，食堂早市暂定于 6 时开放，

午市 10时 30分至下午 1时，晚市下午 4
时 30分至晚上 6时。“试营业期间，我们

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比如夏天大家吃

饭晚，那就延长到晚上 7 时，但到了冬

天如果出餐太早又怕凉掉，就可能会压

缩营业时间。”倪成军说。午市和晚市

期间，除了家常菜之外，熟食点心间会

提供松江本地特色卤味，如脆皮咸鸡、

挂汁老五香牛肉、鹅头颈，还有条头糕、

松江米糕等传统手工点心。

在“一”字型的取餐区旁，就是超大

的就餐区，既有 10 人座的圆桌，也有 4
人座的方桌，同时可容纳约 300 人。据

了解，社区食堂具备承办宴会的条件，

这些大桌就是为宴会准备的，今后市民

有举办家宴需求时又多了一个选择。

与社区食堂同时开业的还有位于

楼下的农贸市场。“我们早上 5 时 30 分

就开门了。市民来得早的话可以到一

楼转转，这里放置了几张桌子和椅子，

供老年人休息、活动。”管理方负责人

陈宏强表示，附近老年人较多，大家走

累了可以坐下来歇歇、聊聊天。社区

食堂位于二楼，一楼为农贸市场和超

市，记者看到，农贸市场共有东、南、西

3 个主要出入口，东门处有电梯，腿脚

不方便的老人可以乘坐电梯直达二

楼。紧邻着农贸市场的超市也已经开

始营业。

需要提醒的是，老年人如要享受就

餐补贴，需持专用的银联卡结算，可到户

籍所在居委会办理手续。下一阶段，社

区食堂还将提供为老助餐服务，为不方

便外出的老人送餐上门。

□记者 刘驰

松江大学城又名松江大学园区，是松

江新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现7所高校

占地约8000亩，拥有师生约10万人。

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共同构建没有

“围墙”的大学园区。作为上海创建新型办

学模式的一次探索和改革，松江大学城是

上海市委、市政府实施“科教兴市”战略的

重大举措，也是松江区委、区政府抢抓机

遇、敢闯敢试、苦干实干思想风貌的展现。

排除万难建高校
回望松江的教育发展史，以往基础

教育相对扎实，松江二中、一中都属于

市、区知名学校，美中不足的是缺少真正

的高等学府。“家门口什么时候能有一所

大学？”松江人民对此满怀期待。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上海经济

迅猛发展，高等教育进入了快速上升期，

校园规模成了高校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很多高校开始计划扩张校园。由于市区

土地紧张且价格水涨船高，郊区成了一

个性价比较高的选择，松江顺理成章成

为高校的可选项之一。

当时，中国纺织大学（现东华大学）

和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曾多

次到松江洽谈，表示想在此建校，但是学

校提出的搬迁条件十分严苛，地校双方

都承担着巨大的资金压力、土地压力和

思想压力。

最终，松江区人民政府着眼于长期

发展，排除万难满足了中国纺织大学的

需求，双方于 1999年 6月 10日在红楼宾

馆完成签约仪式，区校直接商谈建校有

了初步进展。时任区委书记的杜家毫指

出，创办大学是50万松江人民的美好夙

愿，也是松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大刀阔斧创一流
随着签约仪式的举行，松江要建大

学的消息不胫而走。在松江区委、区政

府不懈的努力下，上海市教委主动提出

统一组织协调高校在松江办新校区的

事宜。

此时，高校到郊区拓展新空间已是

大势所趋，而松江凭借着先前的经验和

真诚的表现抓住了机遇。随着在松江建

设大学这项工作被纳入市政府主导的轨

道，由此出现了“大学城”的概念。松江

政府调拨了 3000 多亩土地用于建设大

学城。按照当时每提供 1 亩土地，包括

安置费在内大约有10万元的资金成本，

松江为此共计埋单3亿多元。

2000年 2月 4日，农历大年三十，当

大家都准备过年的时候，松江区和市教

委签订了第一份在松江建设大学城的协

议，由此松江迈进了建设大学城的新阶

段。7月 29日，上海松江大学城奠基典

礼举行，宣告松江大学城开工。

2001年6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专门到建设中的松

江大学城指导工作，提出“规划设计一流、

工程质量一流、使用功能一流、校园环境

一流、教育质量一流”的明确要求。同年

10月，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对外贸易学

院（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立信会计

学院（现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3所高校

在松江开学，迎来5000多名大一新生。

完善配套留人才
2005年9月，松江大学城基本建成。

东华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等7所高校

完成入驻，拥有在校师生约10万人。

学生老师涌进来，商铺企业驻进来，

大学城里热闹起来。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的施老师2005年来到松江工作，恰逢第

一批在松江读大学的本科生毕业，至今

已有 10 多个年头。回想起当初的大学

城，他感慨颇多：“那时候的松江大学城

更像一个‘岛’，由于周边配套不完善，大

家每周来上班，周末回市区。从我办公

室都能看到佘山，荒得很。”彼时，施老师

家住杨浦，往返通勤要 6个小时。“我觉

得我们这批很早就来松江工作的，既是

建设者、见证者，也是受益者。眼看着大

学城繁荣起来，希望它更加宜居。”施老

师发自肺腑地说。

说到松江大学城日趋成熟的配套，

不得不提在大学城已是地标般存在的文

汇路。看着眼前这条拥有近 1000 家商

铺的商业街，谁能想到曾经在这里找个

吃饭的地方都困难。轨交9号线开通带

来了交通便利，大约从 2010 年起，上海

世博会让松江大学城和周边融合日益增

多，学生们寒暑假也愿意留在大学城，文

汇路自此焕发出勃勃生机。

为促进地校、校企合作，大学城服

务办公室、大学园区管委会以及七所高

校办公室还专门建立“2+7”协商会议

制度，利用高校科研力量，以“政府搭

台、高校唱戏”的形式，促进区内中小企

业与高校的交流合作，推动科研对接产

业链。

如今的松江大学城逐渐成为长三角

地区重要的高等教育基地，为松江提供

了重要的人力资源和研发人才，促进松

江新城产学研一体化发展。作为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的重要板块，松江大学城

双创经济园区努力实现园区科创能力和

关键技术领域不断突破，促进人才、技术

和金融等资源在大学城集聚。

政府搭台、高校唱戏，松江大学城逐渐成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高等教育基地——

开疆拓土起高楼 励精图治聚英才

岳阳街道社区食堂开业
老年人持专用银联卡结算可享受就餐补贴

图为市民在岳阳社区食堂自助取餐。 记者 高雨 摄

“水、陆、空”立体化安保防控

松江警方护航端午龙舟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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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区第十二届
端午龙舟赛举行

体验田园生活
传承美德家风
第八届家庭插秧节举行

花开中国梦
云上游花博

松江崇明联动
直播带货推介花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