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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梦颀）昨天，区六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汝青

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松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区

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

况的专项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区六届人大代表

变动情况的有关事项，本次代表资格变动后，松

江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 278 名。会

议审议决定了区六届人大六次会议的有关事项；

审议决定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书面审议了关于

《上海市就业促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

的报告、关于松江区台胞投资权益保护情况的专

题调研报告。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飞云、许复新、吴建

良、钱秋萍出席，副区长龚侃侃，区人民法院院长

陈昌，区监察委员会、区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等列席

会议。

本报讯（记者 杨舒涵） 记者日前

从上海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获悉，《跟

着霞客游佘山研学手册》已发布。手册

旨在通过丰富的研学旅行项目，促进文

旅产业与教育行业的深度融合，提升度

假区的教育价值和品牌影响力。

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徐

霞客曾五次到访佘山。他对佘山的山

水之美赞不绝口，更在其著作《徐霞客

游记》中详细描述了佘山的独特风光和

人文景观。该手册正是以徐霞客的经

历为灵感，追溯了他多次到访佘山的历

史足迹，并将度假区内的自然、人文、科

技等资源有效整合，策划了“科创、人

文、生态、运动、国防”五大篇章的研学

项目。徐霞客以“朝临烟霞而暮栖苍

梧”的壮志游历四方，而今天的佘山研

学项目正是对这一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手册中的科创篇亮点纷呈，如玄风

航空的“飞行员梦想成真之旅”和“青少

年无人机+考证”夏令营，通过模拟飞行

体验、无人机组装及航拍实践等活动，

激发孩子们对航空科技的兴趣与探索

欲。此外，季高兔窝窝PANCOAT乐园

的“小小天才班——力学启蒙”项目，则

将力学原理融入趣味游乐设施中，让孩

子们在玩耍中学习科学知识。

人文篇则注重历史文化体验，富林少

年村的“小小考古家一日养成记”和“我在

广富林修文物”项目，让孩子们在模拟考

古发掘和文物修复中，感受历史文化的魅

力。而上海天文博物馆的“科普夜游”活

动，则通过夜间天文观测和DIY手工，让

孩子们近距离接触浩瀚宇宙。

钟灵毓秀的佘山自然地理资源丰

富，研学手册中的生态篇强调自然科普。

□记者 李爽

8月 27日，“百姓名嘴”选拔赛理论

宣讲训练营在松江区委党校开营集训。

其间，从700余名参赛选手中经层层选拔

晋级决赛的24组选手，在全国基层理论

宣讲名师们的指导下，强化对党的创新

理论的理解和认识，认真磨砺理论宣讲

的技能和本领，将党的创新理论与松江

发展实际相碰撞、相链接、相融合，有效

破解基层理论宣讲“最后一公里”难题。

次日一早，“百姓名嘴”们分组随机

抽签选题，随即出发分赴全区14个点位

展开为期一天的蹲点调研，在新时代党

的创新理论引领下松江大地的生动实

践里深挖矿、巧答题，用脚步丈量云间

大地，在见人、见事、见精神的沉浸式蹲

点调研和走访中挖掘冒着热气的鲜活

故事，照见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的昂

扬面貌和丰沛活力，将理论心声讲进群

众心窝里，让理论宣讲走进群众“生活

现场”。

到底“蹲”点什么？
向下扎根深挖矿

西林北路路角一间小小的包子铺

十数年间几易招牌，勾勒出一家“馒头

店”从小小铺面到“中国包子第一股”的

成长路线。“很难想象，我们平时买早点

的一间间小铺面，能够擎举起这样一个

比肩麦当劳、肯德基的庞大梦想。”长期

深耕教育领域的“三声不息”宣讲团赴

车墩镇走访了中饮巴比等民营企业，成

员王天赐对松江众多生机勃勃的民营

经济主体以及它们生根发展的这片土

壤颇为好奇。而在余天成堂，“行之有

方”小分队深入了解了这家扎根松江两

百多年的老字号在探索中医药文化创

造性传承发展的多元实践，学员夏丹萍

不禁感叹，蹲点调研恰似一场深入社会

发展和企业肌理的奇妙探索之旅，让自

己更了解松江，更热爱这片生机勃勃的

发展热土。

走进九里亭街道杜巷居民区，实地

了解小区开创服务居民“杜巷十法”，构

建多元共治新格局的治理实践，参训学

员余森乐对其破解社区治理难题的“妙

招”念念不忘。“杜巷之行堪称是一堂人

民城市理念的生动实践课。基层治理

离不开人人参与，作为‘百姓名嘴’，我

们要把故事讲好，让更多人强化主人翁

意识，共同打造更加美好的人民城市。”

余森乐激动地说。

在石湖荡镇，来自区卫健委的学员

陈晨和同伴也在平移迁新居的浦南村

民眉间眼角的笑意与留乡创业的本地

青年自信的神采里，看到了乡村振兴发

展的大好光景。“大家都说，跟着党的政

策埋头干，不仅造就了如今的好光景，

还有了更多新盼头。”陈晨笑着告诉记

者，来到实地蹲点调研，绝不仅仅是浮

皮潦草地走过场，大家边走、边看、边

听、边聊，对于一个个现象、发展背后的

故事更是兴致满满、紧追不已，而这些

基于普通人的鲜活故事也化作折射理

论光辉的小小镜面，为“名嘴”们的宣讲

注入无限生机。

短短的一天行程，在松江科技创

新、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传承、民

生服务、精神文明建设等各领域全面深

化改革的火热实践里，学员们不仅蹲到

了鲜活生动的新气象、新故事，更蹲到

了“问计于民”的民智、“取策于众”的众

慧以及“汇思于心”的心明。

如何“讲”出名堂？
身临其境看发展

“从古韵仓城到现代上海科技影

都，都各自承载着时代的记忆和智慧，

又在同一片时空中交相辉映，勾勒出一

幅绚丽多彩的文化画卷。一步步走来，

仿佛在触摸历史、在画中游。”站在仓城

历史文化风貌区张氏宅的庭院里，“茸

之梦”宣讲队的杨靖楠感慨地告诉记

者，一路行来，他们身临其境地目睹承

载着松江千年魂脉的永丰正上演着的

历史底蕴和现代文明完美交融的生动

图景。而沉浸式、可阅读的实地调研用

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再现云间蝶变发

展的格局、脉络，也让每一名成员更加

深刻地感受到理论的力量与价值。

“‘一张床’托起‘一个梦’，‘一间房’

护航‘一群人’。从一张床一间房到一

套房，松江建立起的公租房体系为刚刚

来到大上海的新时代建设者、年轻人们

扎根发展、安居逐梦筑一座安稳之巢，

这份温度也熨帖了我们每一个人的

心。”学员邱喆倩动情地说，她和同伴用

了一整天的时间走访了各种类型的保

障性住房，与住户们面对面交流，也对

松江为异乡人精心钩织的“安居梦”有

了更为具象的了解。“身临其境走上一

趟，真的是开了眼界。”同一组的赫耿民

阿姨直言，此行也让自己对松江的城市

温度有了更深的认识。

随机抽题、实地蹲点，产出一份

2000-4000字的调研报告和一场即兴发

挥的主题宣讲。极大的选题跨度和陌

生的实践领域给百姓名嘴们“蹲点”答

题带来了重重考验。如何将蹲点蹲出

的问题、实地挖掘的多彩故事与新时代

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充分链接，在面向群

众的理论宣讲舞台上言之有物、“讲”出

名堂？选手们纷纷将首日培训的心得

活学活用，自发加班、加课，实地深入走

访，将自己的感悟与思考融入理论叙

事，用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

讲好最新鲜的松江发展实践故事，让党

的创新理论春风化雨，真正入耳入脑、

入心入魂。

用脚步丈量云间大地，讲好云间大地上最新鲜的理论实践故事——

“百姓名嘴”走进现场蹲点调研写答卷

推动文旅教育融合发展

《跟着霞客游佘山研学手册》发布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召开

赵汝青主持

盛夏时节，位于通欣路南青路附近的中央公园一期绿地草木繁盛、环境舒适，为周边市民提供了休闲锻炼的好

去处。 记者 张艺鸣 摄

本报讯（记者 王

梅 实习生 谢琦） 第

38届全国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日前闭幕。

经过激烈角逐，华东

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

学松江分校（华二松

江）2025 届科创班学

生张旭斩获青少年科

技创新成果三等奖，

松江区仅此一位。

据悉，全国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由中国

科协、自然科学基金

委、共青团中央和全国

妇联共同主办，每年约

有 1000万名青少年报

名参与，从基层学校到

全国大赛，经过层层选

拔，最终约有 500名青

少年科技爱好者和200
余名辅导员相约科技

盛会。本届大赛，来自

全国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和港澳台地区，

以及全球 20个国家的

特邀代表，共计 500余

名学生同台竞技。

此前，华二松江

学生张旭和乔钰成从

上海市青少年创新大赛中脱颖而出，喜

获上海科协主席奖，被选送参加全国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第 38届全国青

创赛中，张旭和乔钰成选定的课题方向

分别为化学环境、生物领域相关问题探

究。赛场上，两名学生通过课题陈述、

现场答辩等环节，全面展示了他们的项

目选题和研究内容。经大赛评委严格

评审，张旭最终荣获三等奖。

据介绍，本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的主题为“勇担时代使命，助力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与华二松江一

直倡导培养“有担当、会选择、能创新、

懂生活”未来各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育

人目标高度契合。创校两年来，该校学

子已在上海市科创大赛中斩获118个奖

项，并连续两次登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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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梁锋 通

讯员 周倩芸） 2023 年度松

江区市民质量满意度测评结

果日前出炉。测评结果显

示，2023 年度松江区市民质

量满意度为 88.95，处于“满

意”的区间水平，连续三年处

于“满意”区间水平。

据悉，测评主要内容涉

及松江区在开展质量强区、

质量提升行动中与市民生

活、工作密切相关的主题，并

通过市民认知度、市民感知

度共同形成松江区市民质量

满意度。其中，质量认知度

集中在市民对于质量相关常

识的知晓情况以及质量活动

的参与程度等，质量感知度

覆盖包含食品质量、产品质

量、社区发展等 11 项细分领

域。本次测评采用问卷法方

式，辅以文献研究，调查对象

覆盖全区 18 个镇、街道和经

开 区 ，共 计 完 成 问 卷 2394
份，获得有效问卷 2317 份。

89%以上调查对象在松江居

住和生活，80%以上的调查

对象集中在 26-50 岁之间的

中青年人。

测评显示，市民对质量

认知度评分为 91.09。对建

设发展质量有清醒的意愿和

认识，是松江多年来实施质

量强区战略、推进全国质量

强市示范城区建设取得成效的重要体现。

测评还显示，市民的质量感知度得分为

87.52。从综合各项指标得分来看，“公共安全”

表现领先，2023 年度市民对“公共安全”的满意

度为 89.37 分，位于质量感知各领域中的首位；

“政务服务”稳定高水平，政务服务的测评结果

近年来长期稳定在较高的水平，远超市民质量

感知的平均值，已成为松江区突出的亮点。除

了公共安全和政务服务，“社区发展”“学前及义

务教育”“食品质量”和“产品质量”，评分高于质

量感知度的平均值，为全区总体质量感知度作

出贡献。在市民质量感知度的 11 个具体领域

中，市民对“养老服务”“公共交通”“文旅服务”

“医疗服务”“工程质量”的评分相对较低，位于

质量感知度平均水平之下。随着经济社会不断

发展，松江区的公共服务水平与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需求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对于这些方面

还要做好进一步质量提升。

本次调查也通过开放性题项征集市民对全区

质量提升的意见和建议，词云图显示，松江区市民

广泛认可和支持全区质量工作，并在“就医环境”

“养老服务”“教学质量”“交通状况”等领域直观表

达了质量提升的高度要求及推动提升的方向。“下

一步我们将以测评结果为导向，发挥区质量办职

能作用，深化质量强区建设，持续提升市民质量满

意度和获得感，助推加快建设人民向往的现代化

松江新城。”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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