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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首届长三角国际应
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举办时间
定于2021年5月7日至9日，主
题是应急防灾减灾，护航新时代
经济社会发展。将努力打造一
个与长三角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相适应，有较大国际影响力和前
瞻性的应急博览会，着力推动长
三角应急产业发展升级，服务国
家“双循环”战略。

首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
和救援博览会的展示方式采取
线下实体展览和云上展览相结
合。规划6大展区，即应急防灾
减灾展区、应急救援装备展区、
安全防护产品展区、应急产业

服务展区、应急科普体验展区
和长三角应急管理成果展区。
同时，还将组织主题高峰论坛、
专业论坛、长三角防灾减灾主
题宣传活动等，适时成立面向
长三角的自然灾害防治类基金
会。

目前，首届长三角国际应
急博览会筹办的各项工作已经
正式启动。博览会的形象标识
（logo）的设计理念，是以应急
管理的字形义为基础，由应急
管理的英文首字母和代表安全
出口的箭头符号组成，体现应
急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人民幸福
安康。

长三角国际应急博览会将在沪举行
长三角一体化应急管理协同发展不断走向深入

今天是第31个“国际减灾日”，今年的“国际减灾日”活动的主题是提高灾害风险治理能力。在昨天举行的
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马坚泓介绍了长三角一体化应急管理协同发展情况，披露上海明
年5月7日至9日举办首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将努力打造一个与长三角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
适应，有较大国际影响力和前瞻性的应急博览会，目前，首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博览会筹办的各项工作已经正式
启动。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马
坚泓表示，2020年以来，长三角
一体化应急管理协同发展走向
深入不断夯实。

在机制建设上，今年初，江
苏省应急管理厅牵头，三省一市
应急管理部门在长三角区域合
作三级运作机制框架内，组建长
三角应急管理专题合作组，5月
份被正式纳入长三角地区专题
合作组，成为14个专题合作组
之一，负责落实国家推动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和长三角
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决策部署，
研究制订长三角应急管理领域
重要政策、年度计划与合作事项

等。
在工作推进上，研究制定了

2020年长三角应急管理专题合
作工作要点。重点推进应急指
挥信息共享、建立防汛抗旱防台
合作机制、建立应急响应体系和
能力共享机制、加强安全生产监
管联动、加强应急管理支撑体系
建设等5个方面的工作。在项目
建设上，重点加强上海市化学品
危害识别与控制基地、江苏省沿
江（江阴）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
基地、浙江省应急救援航空体
系、安徽省应急航空救援基地建
设。

此外，在防汛防台和抗洪抢

险工作中，三省一市加强合作团
结治水，全力配合开展流域泄洪
工作，互相支援特别是跨区域增
援抗洪抢险工作，共同战胜了风
暴潮洪的“考验”。

在示范区应急管理协同方
面，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吴
江区、浙江省嘉兴市应急管理
部 门 ，开 展 了 应 急 管 理 全 领
域、常态化互动合作，并于今
年9月28日首次联合举办了第
三届进博会安全保障暨长三角
一体化示范区综合应急演练，
为“进博会”和“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两大国家战略积极保驾
护航。

长三角协同 互相支援战胜风暴潮洪 博览会规划6大展区

在不久前参加“家乡‘四史’
青年传·红色教育遍天下”学思
践悟项目的过程中，华东师范大
学教育学部2018级硕士生张仁
杰同学号召同乡的浙江大学、中
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
校的学子，共同挖掘和宣传家乡
的“四史”学习资源，不仅在学好

“四史”的过程中进一步坚定了
理想信念，还为弘扬晋绥革命老
区抗战精神、促进乡村文化振兴
贡献了青年力量。

历时10个多月，包括张仁杰
在内，来自艺术教育、教育信息
技术、课程与教学等10多个学科
的100名华东师大教育学子，以
服务乡村文化振兴为目标，聚焦
家乡“四史”学习教育资源的挖
掘和宣传，通过实地调研、人物
访谈、资料搜集、故事新编、录制

微课、教育帮扶等形式，用“教育
的温度”诠释“‘四史’的高度”，
在学好“四史”、讲好“四史”的过
程中，努力帮助家乡传承红色文
化、打造教育品牌、促进乡村振
兴。

让身边人讲好身边事、用身
边事影响身边人，是贯穿本次

“四史”学思践悟活动的鲜明特
色和重要理念。将与家乡密切
相关的“四史”学深悟透，以“在
场视角”真切领会党和国家带领
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
伟大历程，让大学生理想信念教
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春风化雨、润
物无声，也彰显青年一代奋发有
为的精神风貌和报效家国的厚
重情怀。

为支持同学们在学习“四
史”的过程中更好地成长和奉

献，作为教育部“三全育人”综合
改革试点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教
育学部充分凝聚育人资源，以

“指导教师专业化”和“专业指导
全程化”为理念，为活动配备由
教育学科教师、思政专业教师、
辅导员骨干等组成的指导教师
团队，共同致力将本次学习活动
打造成帮助青年学子培根铸魂
的德育课堂、实践课堂、专业课
堂和人生课堂。

指导教师之一、教育学部党
委副书记沈晔副教授感慨道：

“看到同学们怀着对家乡、对教
育的真情投身实践，在实践的真
实体验中感动自己、教育身边
人，从思想和行动上焕发出中国
青年、未来教育引领者的蓬勃力
量，由衷地为他们感到高兴和自
豪！”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从开国元帅陈毅到
新四军首任军长叶挺，从新四军
名将汇聚的将军林到整齐排列
的老兵纪念方阵，位于上海福寿
园的新四军广场因红色文化成
为上海一处与众不同的纪念场
所。昨天，开国十大将之首，著
名战神粟裕纪念像正式在新四
军广场落成。

粟裕大将是我国卓越的无
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
民解放军主要领导人。抗日战
争时期，他先后任新四军第二支
队副司令员，新四军第一师师长
后兼第六师师长。作为新四军的
重要指挥员，粟裕大将善于组织
大兵团作战，率部创造了韦岗战
斗和黄桥战役、车桥战役、天目山
三次反击战等光辉战例，开辟了
苏中抗日根据地和苏浙皖新区，
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和解放事
业立下了彪炳千秋的不朽功绩。

在福寿园新四军广场为粟
裕大将立像的心愿由来己久。经
过前期与粟裕大将后人的反复沟
通，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
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也是新四
军广场十五周年的庆典之日，粟
裕大将夫妇的纪念像如期揭幕，
并首次通过福寿云平台直播，让
更多未能亲临活动的新四军老战
士、后代及社会人士一同观看。

粟裕大将像高2.3米，青铜
整体铸造，由福寿园艺术创作中
心团队历时3年完成。将军一身
戎装，目视远方、意气风发，眉眼
间流露出一军统帅在前线指挥

时气定神闲、百战百胜的气度。
陪伴一侧的夫人楚青同志眼神
中充满着爱慕与关切，展现出两
人于战火中相识、相濡以沫，白
首不离的革命情谊。

当天，粟裕大将的家人、众
多红后代、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
究会一师及六师分会代表、上海
市民政局、青浦区民政局代表共
120余人向纪念像敬献鲜花、行
鞠躬礼，并以诗朗诵、革命歌曲联
唱等形式表达对粟裕、楚青等新
四军老战士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的深切缅怀和深深敬意。

在揭幕仪式上，粟裕大将的
长子代表家人将粟裕大将和楚青
同志生前佩戴过的手表、粟裕大
将的眼镜以及一对“纪念中国人
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的折扇捐
赠给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馆，这
些珍贵的物品反映出粟裕大将及
夫人淳朴的生活作风，将由纪念
馆永久珍藏并适时向公众展示。

位于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
公园内的新四军广场，由上海
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和福寿园
集团于 2005 年建造，是上海市
红色旅游基地、青浦区“四史”
学习教育基地和双拥教育示范
基地。15 年间，围绕着铁军精
神纪念、红色文化传播、爱国主
义教育等主题持续开展丰富多
样的活动，新四军的两任军长
——陈毅、叶挺以及诸多新四军
高级将领纪念像陆续落成，不断
丰满着上海市红色教育的经典
场所，同时也成为广大党员干部
及社会各界深入开展“四史”教育
的重要课堂。

粟裕夫妇纪念像在沪落成学好“四史”建设家乡

年轻学子实践助力乡村振兴

张仁杰同学采访吕梁抗战老兵纪念馆馆长。 受访者供图

“这次我和小伙伴们一

起搜集整理发生在家乡的

‘四史’故事，并以此为基础

创作红色教育课程，在家乡

的易地扶贫移民小区支教，

还为田家山村史馆的建设提

供支持。为家乡的文化振兴

做一点点贡献，我感觉特别

充实！”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通讯

员 胡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