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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气象科普教育再升级
跨域协同打破教育壁垒

新民晚报讯 5 月 24 日 ， 上
海科技节 “智慧气象专场” 上， 上
海市第三届校园气象科普科创大赛
暨首届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校园气象科普科创大赛颁奖
典礼在上海市气象局举行。

作为长三角教育协同创新的重
要实践， 赛事吸引了来自上海市及
示范区 580 余所学校的 3.28 万人次
学生踊跃参与。 现场揭晓了赛事多
项重磅荣誉： 494 组学生荣获单项
奖； 46 所学校获优秀组织奖； 56 名
老师被授予优秀指导老师称号。 这
场融合气象科学、 科普教育与区域
协作的创新实践， 正为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注入蓬勃活力。

据介绍， 本届大赛创新性地构
建跨省联动机制 。 在中国气象学
会、 上海市气象局、 上海市科学技
术协会指导下， 上海市气象学会联
合上海市科创教育指导委员会、 上
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 上海市青

少年科普促进会、 上海教育报刊总
社、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 上海市气
象局宣传科普与教育中心主办， 并
获得江苏、 浙江两省气象学会积极
响应。 赛事特别联动上海青浦区、
江苏吴江区、 浙江嘉善县三地气象
部门， 通过设立长三角示范区专项
奖， 重点聚焦区域气候研究、 生态
保护等特色议题展开。

“传统科普教育往往局限于属
地化， 而此次大赛通过整合跨区域
资源 ， 为青少年打开了全新的视
野。” 上海市气象学会秘书长李保清
介绍， 来自长三角多地的学生团队，
通过收集区域内气象站点公开数
据， 运用地理信息基础分析方法，
直观呈现区域气候特征， 充分体现
多学科融合的创新思维， 生动展现
了长三角协同育人的显著成效。 后
续， 优秀作品将在长三角主流媒体
平台集中展播， 进一步扩大气象科
普影响力。 (记者 马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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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上海市闵行区新虹街道办事处获评第七届全
国文明单位。

新虹街道位于闵行区北部， 地处虹桥国际中央商务
区核心区， 叠加承载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发展建设及长三
角一体化两大国家战略， 曾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国家工信部 2021 年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街镇”、
上海市园林街镇多项国家级、市级荣誉称号。

城市之美，始于文明，如何助力闵行区加快建设创新
开放、生态人文、宜居安居的现代化主城区，新虹街道用
一套“硬核”组合拳铺就了一条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文明
“进阶之路”……

在文化之城，打开文明窗口
每年临近 7 月，通过挖掘培育的一批“新虹之星”会

在庆祝建党主题活动中亮相。文明城市，以人为本。爱博
三村社区的爱善公益咖啡吧内， 晶晨青少年公益服务中
心创始人， 曾获评全国最美家庭的叶冬兰女士正在为困
难群体“心灵按摩”，她在新虹已经致力于公益事业超过
十余载。

文明与文化是相辅相成的。近年来，通过承办“虹桥
国际咖啡文化节” 已吸引全国近 500 多家企业近 5 万人
次参与，除了为总书记点赞的云南咖啡作专场推介，还有
“咖啡+戏曲”让传统文化与新潮风尚迸发新火花，连上海
市民熟知的“阿德哥”也亲临现场站台；每年进博会后的第
一周，“小而美”的“漫跑枢纽新虹 10km 跑”赛事准时鸣枪，
一尘不染的赛场背后是所有参与者崇尚文明参赛的共识。

已举办多届的 520“虹心照我去益行”公益定向赛，吸
引长三角上百支企业队伍加入； 秋高气爽时分的温度公
益集市，春运大潮时的返 XIANG 守护爱心箱送计划，文明的主线，将低碳循
环、慈善奉献、城市温度等关键词一一串起。

文明如潮水，浸润城市肌理
在上海市“创新、创优”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中心的航华公园内，文明宣

讲团带着航华一小的学生们围着科教兴国魔方互动体验， 文明微枢纽的车
厢内坐着不少边休憩边品味文明滋味的市民。据新虹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街道发动群众参与“我们的上海”故事比赛和“闵理”我来说全民宣讲
大赛，开展文明实践活动 1800 余场，覆盖近 4.5 万人次。

文明的“大道理”可以化作不同群体日常生活的“微景观”。龙湖上海虹桥天
街 B2 层的“暖蜂友巢”党群服务站内，骑手们利用等待配餐的碎片时间看着宣
讲微视频；傍晚的樱语口袋公园，居民们沿着申贵路特色绿道夜跑，与公园城市
同呼吸……正是日常的点滴碎片，拼凑出一幅文明全景图。

文明也伴随着新“潮”水，今年，“小虹心为爱发声”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
目正式出炉，60 后老娘舅到 00 后 Z 时代的声音志愿者，用声音把社区及商
务区的故事做成“有声书”，成了不少阿姨爷叔边晨练边“追更”的新鲜事。

硬核新实践，秀出文明品质
在全市首家应急安全教育实训基地内，VR 技术让居民与白领“亲历”灾

害逃生现场；在“一网统管”大屏上，城市治理顽疾在“数治新虹”三屏统揽架
构下“一网打尽”；除物业安保队伍外涵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的平安
联盟 2.0 队伍，安全隐患实现一键上报，一年近 2000 多件线索，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硬核科技搭配硬核实践的文明创建，既有数字感，又讲实效性。

游客与市民的口碑，丈量着文明的深度。据了解，目前街道共有 2 万多
名“小虹心”志愿者、48 支志愿服务队伍，在居民区全覆盖的前提下延伸至
70 多家企业。近年累计开展的 3791 场活动，让商居共治从理念变成新颖的
生活方式。

去年进博会时，通往“四叶草”的二层步廊上有一座吸引不少游客驻足
的岗亭，正是“新虹-桥”进博志愿服务行动的大本营。游客手中的“进博志愿
服务地图”，可以清晰看见一公里内 16 个进博志愿服务站点，结合地下通道
主阵地的“进博先锋服务线”，立体的志愿矩阵一步一景。

这两年，结合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五个 100 行动”计划，就连社区楼道的
转角，都变身为“文明彩蛋”。比如爱博五村居民区，每逢重大节气，家门口的
链家房产都会到 4、5 号楼“恋家楼”开展“美容师”活动，沙茂社区的茂盛花
苑 85 号则通过成立“法治赋能服务团”同步打造“法韵特色楼道”，在业委会
换届期间推动建立健全社区公约及机动车管理办法等重要内容。

(据 5 月 25 日今日闵行官方微信)

沪苏浙皖签约加强长三角毗邻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
浙江日报记者 胡静漪 通讯员 李筱盼

近日，沪苏浙皖一市三省的生态环境
厅（局）签署《关于共同加强毗邻地区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合作协议》， 推动跨省相连
的 21 个设区市（区）共同提升生态系统稳
定性，统筹保护万物生灵。

去年以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实施生物多样性联合保护实施
方案，在这块以“生态”为名的一体化“试
验田”上，生物多样性跨域共保已经初有
进展。 哪些合作经验可供推广？ 还需突破
哪些难题？

示范区联合“试水”
眼下，我国正大力推进生物多样性主

流化进程，引领国际社会达成“昆明-蒙特
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长三角作为
美丽中国建设先行区之一，也在加快形成
区域保护合力。

在沪苏浙的交界处，青浦、吴江、嘉善
两区一县水脉相通、水气相连。 自 2019 年
成立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以
来，这里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制度创新的突破
口，跨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是重要内容。

“近日， 示范区发布首份生物多样性
调查成果。 “编制这份报告并非易事，这些
年，两区一县各自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
查，部分生物类群调查规范不统一，分类
系统及数据提交格式不一致，调查结果难
以简单合并。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
研究所研究员曹铭昌说，通过对齐标准体
系、重新归类汇总，国内首份跨省域的生
物图谱才最终出炉。 ”

目前， 相关一体化制度正在打实基

础。 比如，生物多样性保护已写入示范区
高质量发展条例，联合保护有了法制保障；
示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获批实施， 把具
备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的极重要区域划入
生态保护红线，共计 143.32 平方公里。

去年 1 月，两区一县的自然资源（绿
化市容）部门，对三地交界地区开展野生
动物保护联合巡查行动，主要在水源地附
近和周边片林中，巡查是否有非法架设的
捕鸟网。 至今，三地已建立跨域野生动物
保护和渔业联合执法协作机制，共同查处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案件，联合打击重点
交界水域违法捕捞的行为。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省际毗邻地区也
在行动。

围绕太湖流域，湖州联合苏州、无锡、
常州签署 《环太湖 “昆蒙框架 ”实施章程
（试行）》， 其中包括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战略合作机制；衢州、黄山、南平、上饶成
立 “绿色生态联盟”， 在省际野生动物保
护、生物多样性调查、生态警务联勤等方
面率先探索突破。

《合作协议》提出，要在毗邻地区复制推
广示范区制度创新成果，推进生物多样性调
查监测数据共享，协同发布毗邻地区生物多
样性调查成果，共享生态环境评价成果。

长三角跨域“结盟”
区域一体化制度从生态环境领域入

手，有着天然因素。
浙皖新安江-千岛湖流域就是典例，

河流从安徽黄山发源， 流经浙江杭州，再
汇入杭州湾和东海，水系、山脉是生物繁
衍生息的生态廊道， 不受行政区划所限，
也就更需要相邻省份携手保护。

根据《合作协议》，一市三省的重要生
态空间包括了长江口-杭州湾等近海湿地，

环太湖、 环淀山湖区域湿地及金泽水库湿
地，黄浦江上游、新安江等重点生态廊道，
以及清凉峰、太极洞等自然保护地，各地将
共同保护中华鲟、 长江江豚以及候鸟迁飞
通道栖息地。

不过，毗邻地区的联保难题显而易见。
在示范区及平原地带，“轨道上的长

三角”正在铺设，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挤占
生态空间。 “一些自然保护地、野生动物栖
息地呈现破碎化趋势，环境污染治理的压
力较大。 ”省生态环境厅生态处处长陈云
娟说，如何平衡好联合开发和共同保护的
关系，还需探索。

此外，许多毗邻区域位于山区、海岛，
原本就人迹罕至。如何共同管控生态保护
红线内的人为活动，如何联合防治外来入
侵物种的蔓延， 都存在着天然阻隔和人
力、资金等问题。

更重要的是，在示范区之外，其他毗
邻地区的一体化推动力足不足？这次签署
的《合作协议》就要为联保共治添一把火。

协议提到，要在重点毗邻区域开展先
行示范。其中，与浙江相关的有示范区、环
太湖地区、 金山区-平湖市、 绩溪县-歙
县-临安区-淳安县、 开化县-休宁县、广
德市-长兴县-宜兴市-溧阳市等地。它们
将完善设区市级的生物多样性协同保护
机制，探索建立长三角“昆蒙框架”实施联
盟，形成分区的重点合作事项清单。

“两山”转化的浙江首创
最近，示范区启动创建“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计划依托水
乡客厅，建设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生物多
样性体验园区、体验展馆、科普教育基地
和友好单元等。

用好生物资源，可以反哺保护所需的

经济投入，也能让更多公众知晓和参与进
来。 “目前，尚未形成跨区域的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发挥毗邻地区生物多样性的
生态优势，还需共同探索价值转化的新路
径。 ”浙江省生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高
级工程师汤博介绍。

走进嘉善红菱稻米生物多样性体验
地，研学团可以围观水稻从收割到加工的
全过程，参与稻米农耕、食育烘焙、自然运
动等课堂，体验农耕文化的魅力。 打造这
样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正是实现生态价
值转化的路径之一。

自 2021 年起， 浙江在全国率先建设
生物多样性体验地， 它们融合物种保育、
自然教育、游憩体验、公益资源等多功能，
给亲子互动、 校企研学提供了特色场景。
截至目前，全省体验地总数已增至 45 家。
根据实施方案， 示范区也将复制这一做
法，在元荡生态湿地、青浦青西郊野公园、
吴江同里国家湿地公园等场所打造一批
各具特色的体验地（体验中心）。 目前，浙
江的省级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建设标准已
通过长三角一体化标准申请预审论证，团
标制定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浙江还有很
多实践经验可供毗邻地区推广。

比如，由丽水地区首创的 GEP（生态
产品价值核算）指标体系和“两山贷”绿色
金融模式，为山川林草标定了经济和金融
价值。 根据实施方案，示范区也将建立跨
域统一的 GEP 体系和信息平台， 规划全
域推广 “两山贷”“生态资产权益抵 （质）
押+项目贷”等金融产品，激励公众加大环
保投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提出
20 周年之际， 浙江在推进省内生态文明
建设的同时，牵手长三角兄弟省份，共同
实现区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

世界知名高端门窗制造商积极加码中国市场
项 目 尚 未 开 工 ， 外 资 已 经 到 账

新华日报记者 贲 腾 王世停 通讯员 吴欣欣
“厂房设计完成， 项目开工在即。”5

月 22 日， 江苏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宣布，一块占地 168 亩的工业用地已由源
自日本的世界知名高端门窗系统品牌制
造商 YKK AP 株式会社“拿下”，将建成
其在中国目前最大的生产销售基地。

提起“YKK”，较为人熟知的是其拉链
品牌 。YKK AP 与 YKK 拉链公司同属
于日本 YKK 集团，“AP”即建材的英文缩
写。2023 财年，YKK 集团销售 9202 亿日
元（折合人民币约 442 亿元），其中约 60%
由 YKK AP 贡献。

5 月底 ，YKK AP 株式会社主要负
责人等将到南通市通州区参加 YKK AP
高端门窗系统制造项目的奠基开工典礼。
项目计划总投资 1 亿美元，预计于 2026 年
5 月完成厂房建设、10 月投产，主要从事高

端门窗系统等建材的研发、制造及销售，全
面达产后，年应税销售额预计不低于 11 亿
元，年综合纳税额预计超 8000 万元。

“这是时隔 20 年后，我们又一次在华
设厂。”YKK AP（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制
造统括部长伊藤贵志介绍，1999 年、2001
年、2004 年，公司先后在大连、深圳、苏州
投资建造 3 座建材生产销售基地。南通这
步落子， 将与其设在上海的研发中心、苏
州的建材配件中心，共同在长三角中心地
区构成一个“黄金铁三角”，为公司优化产
品结构、扩大业务销售、拓展中国市场等
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YKK AP 高端门窗系统制造项目于
2024 年 9 月 15 日签约，签约后第 11 天，
YKK AP（江苏）建材有限公司即在南通
高新区注册成立，注册资金 5500 万美元。

两个月后，首笔 3300 万美元外资到账。一
系列举动均展现了 YKK AP 布局南通、
看好江苏、加码中国的信心和决心所在。

“YKK AP 对中国市场格外看重。”
YKK AP 株式会社特别顾问靳飞介绍，
YKK AP 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美国、
巴西等世界多地设有工厂， 但 YKK AP
株式会社董事局主席、会长堀秀充唯一直
接兼任的就是中国公司总负责。 在 YKK
AP 官方提供的项目介绍里，记者注意到，
YKK AP（江苏）建材有限公司厂房设计
单位为南通四建集团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通州的产业配套让我们颇为心动。”YKK
AP（江苏）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朝辉介
绍， 通州拥有一条完备的金属铸轧产业
链，云集了 62 家规上企业，其中包括国内
最大的单一再生铝合金企业———南通鸿

劲金属铝业， 有助于新项目降本增效；通
州的建筑业更是在国内首屈一指，可以帮
助公司更快地打开中国市场， 助力 YKK
AP 更好服务中国建筑地产行业， 建设安
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

去年，南通迎来获批全国沿海开放城
市四十周年，YKK AP 是该市站在对外
开放新起点上落户的首个重大日资项目。
南通市委常委、通州区委书记、南通高新
区党工委书记张建华表示，坐拥南通唯一
国家级高新区，通州区将在推动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融合上打头阵，在推进深层次
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上勇争先，进一步营造
“万事好通、周到有解”的一流营商环境，
提供一站式、全方位便捷服务，确保 YKK
AP 项目顺利竣工投产， 为南通打造全省
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提供强劲支撑。

安徽蒙城：
小麦开镰收割

近日， 安徽省亳州市
蒙城县双涧镇魏圩村，种
粮大户利用大型收割机收
获成熟的小麦。眼下，安徽
省亳州市蒙城县的小麦陆
续成熟， 当地及时组织各
类农机具全力收割小麦，
确保夏粮应收尽收。
新华网 发 胡卫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