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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陈晓颖

本报讯“为满足全更多青
少年的需求，2018年上海自然博
物馆将推出集合精华教育活动
的‘资源包’。”市人大代表、上海

科技馆展教服务处处长、上海自
然博物馆管委会副主任顾洁燕
向青年报记者介绍说，上海自然
博物馆的科普活动未来将以“资
源包”的形式走出场馆，走入学
校、社区及家庭。

记者了解到，知识线上化将
在未来体现地更为明显。据悉，
上海自博馆已在“开拓”网络课
程。预计今年包括视频、动漫、
交互、科学绘画等在内的系列主
题将在线上推广。此方式将打
破场馆的时空限制，带动更多青
少年参与到线上学习过程。

青少年始终是上海自博馆
关注的主要受众。近期自博馆
面向青少年推出了绿螺训练营，
带领青少年在体验中探索自然
奥秘。在青少年的科普工作上，
上海自博馆2018年也有新的计
划。

据顾洁燕介绍，今年上海自
博馆将筹划已久的“自然趣玩
屋”手造系列活动将正式推出，
也就是说，青少年可以一边动手
一边感受自然科学的魅力。“比

如青少年可以动手捏一个寒武
纪的三叶虫；敲敲花花草草，看
它们留下什么印迹；用矿物颜料
创作一幅岩画。”顾洁燕介绍
说，“手造”活动充分体现了
STEAM教育的理念。上海自然博
物馆已经与127所沪上学校正式
建立合作，共同研发课程、培训
教师，同时为学校等公益机构提
供博物馆参观学习定制服务，今
年起“手造”活动也将成为已经
琳琅满目的定制菜单中的一个
新亮点。

自2015年4月18日上海自
然博物馆新馆开馆后，在线下展
厅加入了面向家庭和散客预约的
科普活动。线上官网和微信也扩
大了科普的影响力和覆盖面。今
年上海自然博物馆将为市民带来
不少惊喜，为学龄前儿童开拓课

程就是其中之一。顾洁燕介绍，
今年预计开发引导学龄前儿童观
察、动手等综合能力的课程。上
海自博馆将为各个年龄层市民提
供多元的学习体验。

据悉，今年上海自然博物馆
预计将与两三家境外优秀机构

“牵手”，为市民提供广泛的观展
选择。2018年2月初，市民即可
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参观来自比
利时DIVA博物馆的20件珍贵馆
藏。据悉，该博物馆是在开馆前
将核心的展品带到中国。钻石
胸针、钻石王冠、茶壶、水墨盘子
等珍藏将在2月份亮相自博馆，
展出时间两个月左右。上海自
博馆也将从科学普及的角度，为
游客提供钻石相关知识的介
绍。据悉，此次展览对自博馆观
众免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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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水空间的打造也是城市
的一种更新。李跃旗告诉记者，
到今年年底，杨浦将在现有已经
贯通的2.8公里滨江岸线的基础
上，将杨浦大桥以东2.7公里岸
线全线打通，包括从杨浦大桥到
国际时尚中心的所有岸线。在
这个基础上，推动滨江国际创新
带的建设，引入更多优质功能性
项目，打造后工业未来水岸。

文化项目上，原商务印书馆
在上海设立的以收藏善本用的
藏本楼“涵芬楼”，因被日军摧毁
迁址北京，日前已确定选址杨浦
滨江的永安栈房，以另一种方式
在上海“重生”：一、二层打造成
体验式书店，还将收藏以国宝

级《四库全书》为代表的文化典
藏，打造涵芬楼艺术馆、体验式
阅读中心等，树立滨江新文化
标志。据悉，“完美世界”电竞
中心这一世界级电竞中心也基
本确认将落地杨浦滨江。李跃
旗还表示，接下来还要推动沉
浸式体验的武术博物馆在杨浦
滨江落地。

此外，李跃旗还表示，在政
府职能转变上，接下去将推动杨
浦加大放管服的力度，当好服务
企业的“店小二”，服务群众的

“勤务员”，并推出一系列相关举
措。“两会结束后就将发布杨浦
区的优化营商环境二十条。”他
透露。

城市更新要让市民感受到温度 杨浦聘任12名“社区规划师”

“一对一”带领居民共同改造家园
今年杨浦区12个街区将实行“社区规划师”制度，同济大学的专业人才走进社区，一对一地带领居民共同改造家

园。在杨浦滨江，包括涵芬楼艺术中心、完美世界电竞中心等新的标志性文化地标也将一一落户，甚至还有望出现武
术博物馆。这是记者从两会现场获得的消息。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线上即可“探索”科学

上海自然博物馆将出“资源包”

市人大代表，三湘印象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许文智在
此次两会期间提交了一份书面
意见，他表示，45公里滨江岸线
全面贯通，但还缺乏足够的文化
氛围，缺乏文化地标建筑。他建
议要加快建设滨江岸线文化新
地标，“能够将传统产业和先进
科技深度融合，将百年工业文明
历史底蕴和现代时尚元素有机
糅合，将海派文化和世界文化全
面交汇，打造充满活力和张力的
街区。”

农工党杨浦区委主委吴晓
童代表表示，杨浦是上海市最

大的中心城区，拥有百年工业、
百年市政、百年高校，是中国现
代工业文明的发源地，也是传
统工业的集聚区，也有很多旧
里建筑，他建议加快推进杨浦
区旧区改造，及时进行城市更
新。

浦东新区塘桥街道党工委
书记、人大工委主任朱洪明代表
提出了要提升上海城市街区环
境品质的建议。他表示，通过多
年来的开发建设，上海城市街区
的整体环境得到了质的飞跃，但
是在精致化建设、精细化管理方
面，还明显存在短板和弱项。需

要解决的问题比较突出。他建
议通过制定完善建设与管理标
准体系和工作落实责任体系，着
力加以解决。

而市人大代表、上海岩土
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许丽萍则表示，上海
旧区改造从过去的“拆改留”转
变为“留改拆”，城市进入有机
更新的时代。城市更新关键在
于提升城市功能，完善设施，让
市民工作生活变得便捷，感受
城市的温度。她建议，城市更
新需要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共
建”的格局。

记者采访了解到，面对新时
期城市更新的新问题，本市不少
区已在探索“解锁”新方式。据
市人大代表、杨浦区区委书记李
跃旗介绍，就在本月上旬，杨浦
区与同济大学联手，推出了社区
规划师制度，12名来自同济大学
规划、建筑、景观专业的专家正
式被聘任为杨浦区社区规划师，
未来3年，他们将扎根各自负责
的社区，全过程指导公共空间微
更新、“里子工程”、睦邻家园等
社区更新项目。而这一“社区规
划师制度”也将成为杨浦社区建
设的常态化机制。李跃旗表示，
通过这一制度，希望让社区规划
师发挥作用，调动社区居民参与

城市有机更新的主动性、积极
性、创造性，推动社区街区面貌
有新的呈现。

上海市中心城区内很多老
旧小区，社区广场、街道等公共
空间因年代久远日益衰败，失
去了承载社区公共活动的功
能。“城市改造不能只着眼于大
拆大建，细节的微更新更能让
老小区提升品质。”社区规划师
按照自身专业和研究领域分配
到不同特色的社区当中，受聘
后将定期与所结对的街镇沟
通，听取居民的意见，对辖区内
亟待改善的老旧小区内部公共
空间、街角街边、慢行系统等进
行全面摸排和分析，选取可实

施的更新项目。
这也是杨浦在推动科创中

心承载区特色发展中的一种尝
试。“李强书记到杨浦来调研的
时候发出过创新两问：杨浦怎么
样打造更开放更包容的创业创
新生态系统，杨浦怎么样更好地
发挥科教人才的创新优势？我
们今年就要回答好创新两问。”
李跃旗表示，多年来，杨浦区内
高校的科研力量与社区建设紧
密结合，发挥高校人才资源，让
高校人才参与到社区治理、城市
更新中，就是一种创新实践。他
表示，到今年年底，杨浦区将全
面建成高水平的区域性双创示
范基地。

代表建议城市更新要更有温度

杨浦创新性推出“社区规划师”制度 一系列文化体育设施将落户杨浦滨江

今年，自博馆将为各年龄层的市民提供多元的学习体验。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施培琦 摄

李跃旗介绍，杨浦区与同济大学联手推出了社区规划师制度。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