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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围绕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顺
利入驻“天宫”这一热点话题，上海市张堰
中学组织开展了“初心不改航天梦圆 盛夏
蝉鸣金榜题名”主题活动，旨在以航天员为
榜样，激励全校师生不断努力奋斗。

2022年11月，学校被中国宇航学会授
予了“全国航天特色学校”称号。作为金山
区，也是目前全区一所开展天文科技特色
教育的学校，张堰中学致力于开发校外特
色课程资源、组织学生参加航天科技竞赛
活动、创设特色学习空间等。如学校设计
了“晓天”“航天”“问天”三大特色选修课程

系列，目前已开发天文科技和学科融合拓
展系列读本6本；开发了特色课程——“芯
空”课程，组织学生开展小课题、论文研究；
定期开展航天特色活动、开设航天科学社
团课程，并设立3间创新实验室。同时，还
与佘山天文台、上海天文馆、航天文昌科普
基地等形成稳定合作。

学校将“天文科学”和“航天教育”作为
校本课程建设的主干。据张堰中学副校长
顾啸平表示，在高中开展天文科学和航空航
天科技的教育，能极大激发学生探索宇宙和
科学研究的兴趣，帮助学生理解宇宙世界的
物质状况和运动规律，形成热爱祖国、无私
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价值追求。

学校的学子们在各大赛事中也取得了
诸多荣誉。此外，学校将在暑假组织学生
开展天文研学活动。今年10月，还将组织
学生赴海南航天文昌科普基地参加相关活
动。浩瀚宇宙，漫漫征程，中国航天人奋楫
星海，铿锵的脚步从未停歇；仰望星空，脚
踏实地，金山的青少年也将以此为榜样，在
人生的征途上勇往直前！

上海市张堰中学打造“天文科技特色教育”

近日，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体
育局、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主办，上海市学
生活动管理中心及上海食品科技学校承
办，上海中等专业学校体育协会、上海市奉
贤区名将冰雪运动俱乐部协办，金山区体
育局、金山区教育局提供支持的2023年上
海市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中职组）陆地冰
壶比赛在上海食品科技学校举行。

上海市教委体卫艺科处副处长，金山
区教育局副局长，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
心副主任、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竞赛
部部长、上海市中等专业学校体育协会会
长、上海市中等专业学校体育协会秘书长、
上海市中等专业学校体育协会监事长、上
海市冰壶协会理事等领导出席了开幕式，
并现场观摩了比赛。

本次比赛的项目设男子团体、女子团体
两个项目，来自全市10个区的13所中职校，
35支参赛队，共计200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来自学校冰壶队的王馨怡同学感言

“参加本次陆地冰壶大赛，玩得很开心。我
们的对手实力都十分强大，十分考验我们
的团队协作能力，不愧是一项比拼体力与
智力的运动。”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上海
经济管理学校一队、上海经济管理学校二
队、上海市现代流通学校分别获得男子团
体第一、二、三名；江南造船集团职业技术
学校、上海商业学校二队、上海市房地产学
校分别获得女子团体第一、二、三名。

下阶段，上海食品科技学校将以此次
活动为契机，打造好学校陆地冰壶社团，全面
调动学生参与冰雪运动的积极性，让更多的
学生体验并掌握冰雪运动技能，为推进全市
学生阳光体育运动作出积极贡献。 文/劳周

2023年上海市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中职组）
陆地冰壶比赛在上海食品科技学校举行

助力上海“生态之城”建设
《上海市野生动物保护条例》10月1日起施行

上海将建立野生动物栖息地制度，对违法取土、阻断水源等
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行为的，最高处以十万元罚款。在候鸟迁
徙高峰期，主管部门将在重点停歇地和越冬地对小天鹅、白头
鹤、黑脸琵鹭等上海迁徙候鸟中的常客进行巡护。昨天，上海市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三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上海市野生动物
保护条例》，进一步加强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条例将于
2023年10月1日起施行。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
最高罚十万

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湿地条件
优越，又处于候鸟迁徙通道的重要中
转点，野生动物特别是野生鸟类资源
比较丰富。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主任阎锐介绍，这一条例，对
上位法的基本制度进行了必要衔接
和细化，并重在体现上海特色，重点
将本市野生动物保护实践工作中的
有益经验举措予以提炼、固化和创新
完善，形成契合上海特点的制度规
范，助力上海“生态之城”建设，从而
为更高水平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此次条例出台，将上海市野生动
物栖息地作为立法核心内容，专门作
出具体规定，形成全过程制度安排。
比如，条例明确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
门定期对栖息地状况进行调查、监测
和评估，对拟列入市野生动物栖息地
名录的野生动物栖息地编制保护方
案，经修复、评估后，列入市野生动物
栖息地名录。

同时，条例明确上海各区主管部
门按照市野生动物栖息地维护技术
规范等规定，进行维护管理。对于建
设项目可能影响栖息地的，要求予以
避让或采取措施消除、减少不利影
响，并明确禁止破坏栖息地环境以及
毁损设施设备的有关行为。

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将受到惩
处。条例明确规定，在上海市野生
动物栖息地内从事开挖取土、阻断水
源等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行为的，
由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或责令采取其他补救措施。逾
期不改或未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
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

“上海是高度城市化地区，建立
具有上海特色的市野生动物栖息地
保护制度，为野生动物资源生存预留
更多空间也是本次立法的特色亮点
之一。”作为主管部门之一，上海市绿
化和市容管理局副局长顾晓君说。

顾晓君表示，前期上海已开展了
栖息地修复探索工作，法规生效后，
主管部门将进一步巩固栖息地修复
成果，尽快建立和完善市野生动物栖
息地制度，明确保护要求、管理方式
和维护职责，并依法严格查处破坏市
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行为。

加强对候鸟迁徙停歇地和
越冬地等重点区域的巡护
上海的近海岸湿地生态系统和

农林生态系统是迁徙候鸟的主要栖
息场所，沿海湿地更是被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IUCN）和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公认为东亚—澳大利西亚鸟类
迁徙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和生态敏
感区之一，小天鹅、白头鹤、黑脸琵鹭

等“明星”物种都是上海迁徙候鸟中
的常客。

为保护这些珍贵来客，顾晓君表
示，主管部门将制定并发布野生动物
保护巡护工作指南，指导相关区结合
工作实际，制定保护巡护方案，在候
鸟迁徙高峰期，加强对候鸟迁徙停歇
地和越冬地等重点区域的巡护。

条例对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名录管理制度作了细化规定。首
先，明确规范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制
度，要求主管部门加强收容救护能
力建设和统筹协调，明确收容救护机
构应具备的条件和职责，同时，规定
相关组织和个人可以依法参与收容
救护工作。

对于原产上海市、种群数量极
少的野生动物遗传资源，条例要求
通过迁地、就地保护、重引入、建立
资源库等多种措施予以重点保护。
针对野生动物特别是鸟类给农作物
带来损失以及影响航空飞行安全等
情况，条例要求相关部门组织开展
危害调查评估，组织实施危害防护
工作。

禁止投喂野生动物
推动和谐共处

此外，条例在上位法有关猎捕、
禁食、人工繁育等规定的基础上，进
一步充实、细化了野生动物管理措
施，推动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比
如，明确禁止食用地方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以及以食用为目的进行猎捕、
交易、运输和非法购买等行为。明确
和细化人工繁育地方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三有”陆生动物的备案要求；
对于终止人工繁育活动的，还要求事
先向原备案部门报送人工繁育动物
的处置方案。

条例规定，利用野生动物进行展
示展演应当保障其健康状态，并禁止
投喂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野生
动物。同时，针对近年来一些野生动
物在居住区内分布扩散、干扰居民正
常生活的情况，专门明确居住区内发
现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异常等情况的，
可以向区主管部门报告，由其组织采
取措施。

貉就是一种上海本土野生动物，
这几年，就因为频繁出没一些小区登
上热搜。一项调研显示，上海至少约
260个社区或绿地有貉分布，并集中
于松江、青浦、闵行三区。剖析貉密
度较高的小区，居民不听劝阻地乱投
喂是原因之一。“阻断非自然食物源，
让野生动物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种群
繁育。保护野生动物，约束自身行为
规范同样重要。”顾晓君说。

他相信，随着条例的正式出台，
上海依法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
合力更多了，推动上海生态文明建设
取得更为丰硕成果的信心更足了，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标实现的
动力更强了。

华东师大丽娃河畔的翠鸟。 受访者供图

野生动物收容站。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