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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如何助力“绿梦想”？
! ! ! !当 !!""和!#$!"成为申城环保约束性指标#

在建设科创中心的大背景下$$$

! ! ! !当“农二代”回乡创业，开始在绿
色的田野开始不同于上一代的耕耘，
当“!"”和“#$!”成为未来 %年申城
绿色环保约束性指标；在上海建设
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的大背景
下，科创，如何助力“绿梦想”？

众创空间是!主题农场"

“上海建设科创中心，农业科技
领域众创空间的培育，不能缺席。”
市人大代表张斌说。
去年，枫泾镇搭建了一个众创

空间，主题就是“农场”，请来市农科
院的几位博士，引进了一批农科项
目，职业投资者、基金公司、家庭农
场主都来参与，市场和技术的通道
由此打通。

“十三五”规划提出，申城要继
续整建制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
区，鼓励发展种养结合、机农结合等
多种类型家庭农场，新增 "!%个家
庭农场，加大对农业科技应用推广
的支持力度。
目前，沪郊农村新型职业农民

中，不乏“农二代”大学生回乡创业。
有了新型职业农民，再有类似“农场
主题”的创业创新的平台，农业领域
的科技创新大有希望。“现代农业要
抓住科创中心的战略机遇。”张斌

说。机遇怎么抓？多位来自乡村基层
的人大代表建议，不妨重点聚焦农
业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领域，加
快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和新材料
的转化应用；推动互联网技术在农
业经营模式、信息服务和农产品安
全追溯体系建设中的应用。

!!""和!#$!"如何实现
到 "$"$年，申城 &'"(% 平均

浓度下降至 !" 微克)立方米左右；
环境空气治理优良率达到 #$*左

右。“十三五”规划提出的这些约束
性指标，如何实现？
去年上半年，申城化学需氧量、

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四项主要
污染物较前年同期削减 +(,*、
!(-%*、./$!*和 ,$(+#*，减排比例
继续位居全国前列。
《上海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已确

定的目标是：到 "$,+年，申城 &'"(%

年均浓度比 "$,"年下降 "$*左右。
已经看到的变化是，&'"(%年均浓度
从 "$,- 年的 0- 微克1立方米降至

"$,%年的 %-微克1立方米。接下来，
从 "$,0 年的 %- 微克1立方米降到
"$"$年的 !"微克1立方米———“分阶
段、分步骤地减排，是规律使然。”市
环保局局长张全说。

目前，申城 &'"(%来源中本地
污染排放占 0!*到 #!*，平均约为
+!*；本地排放源中，流动源占
".("*，工业生产占 "#(.*，燃煤占
,-(%*，扬尘占 ,-(!*，另有农业生
产、生物质燃烧、民用生活面源及自
然源等其他源类占 ,%*。

面对如此污染源，要完成约束
性指标，可以依赖的末端治理空间
越来越小了，注重源头调整和绿色
发展，才是关键。无论是“!"”，还是
“#$!”，实现未来 %年的“绿梦想”，
源头治理是关键，而实现源头治理，
不可或缺的，正是技术升级所必需
的科技创新。 本报记者 姚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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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崇明”“老崇明”谈“留白”
! ! ! !“这几年崇明岛、横沙岛，都在
不断地‘长大’呢。”“我们一个横沙
岛，原来只有 0$平方公里，现在已
经有 ,,#平方公里了，已经超过长
兴岛了，几十年后的目标是 0$$平
方公里！”昨天中午，两位“老崇明”
代表和一位“新崇明”代表在餐桌旁
热烈地交谈着。

身为崇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
周卫杰代表说自己在崇明生活了
0"年，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崇明”，
而唐海龙则调去当县长一年，是位
“新崇明”。而一旁的施兴忠虽然是
黄浦代表团的代表，但曾在崇明工
作了大半辈子，当过县委书记、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前几年刚调到黄浦
区担任人大常委会主任，也是个“老
崇明”。
施兴忠说：“刚解放时，崇明岛

只有 0$$ 平方公里，现在已经有
,"$$平方公里了。”
在寸土寸金的上海，陆地面积

还在不断扩大，真是件值得高兴的
事。不过，记者有点好奇，横沙怎么
会“长”得那么快呢？
周卫杰说，一方面是长江带来

的泥沙沉积扩大了岛屿面积，另一
方面，横沙岛多年来一直在滩涂上
进行人工围垦，近年来加大了围垦
力度，用的是长江底下挖出的淤泥。

这样一举两得，既疏通了航道，疏浚
出来的泥沙用来填海造田，增加了
岛屿的面积。
“那么，横沙岛多出来的土地准

备干什么呢？是种农作物吗？”记者
问道。
“现在先围垦，不做什么，滩涂上

是‘风吹草低见牛羊’。”周卫杰说。
唐海龙说：“对，目前是‘留白’。

在还没想清楚干什么的时候，先不
搞任何建设和开发，为今后发展留

下空间。这也是市里的要求。”他还
说，崇明的总体规划是生态岛，建筑
高度也有限制，不能超过 ,$$米。而
横沙岛上面没有任何工业，是一片
绿色、自然的土地。
“‘留白’好，把土地留给将来！”

“老崇明”施兴忠也高兴地说。
“等轨道交通‘十三五’期间通

到崇明，崇明将会迎来更大的发展
机遇！”周卫杰说。

首席记者 邵宁

今天起，回家和孩子说上海话
关于!上海话"的传承和发展#网友热议%

! ! ! !如今，上海出生的“#$后、.$
后”普通话说得很溜，但有时用上海
方言交流却有点“洋泾浜”。钱程委
员今年上交了保护上海方言的提
案，他认为教育部门必须采取有效
措施进一步推动上海方言的传承。

关于“上海话”的传承和发展，
网友们热议不断。

网友 2 手机用户 "#$+$##-++

评论称：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当
然很不错。不过假使一个地方的人
普通话的能力超过了方言，未必都
是好事，毕竟方言代表的是地区的
文化和民族的特色。所以我一直坚

持：学好普通话，保护好方言！
2快乐三兄弟：这是个好建议！

不过还需要大量规范的上海方言的教
材，还需要有能说标准上海话的老师。

2是你的快递：上海小姑娘讲
上海闲话，那是相当好听的！嗲！家
里的小姑娘可不要放弃这“天然优
势”呀！

本报微信“街谈巷议”中有网友
留言称，比起普通话，上海话有得天
独厚优势。比如，要教育孩子做个有
诚信、有责任感的人，不妨讲一句“做
人伐好太垃圾”，既形象，又生动。
上海大学教授、语言学家钱乃

荣，谈及本报“上海闲话”专栏时也
曾提到：很多人不知道，清朝就有上
海话小说，吴语有近 !$$年历史，只

是我们一度没坚持推广！
有调查显示，有 #03+*的市民

赞同保护和传承方言。可见，网友和
代表委员乃至大部分上海市民都十
分关注上海话的保护与传承。
诚如钱程委员所言，保护上海

话，让更多的孩子“会说上海话”，父
母家庭有责任，学校同样责无旁贷。
既然绝大多数市民希望保护和

传承方言。有关部门的步子不妨迈
大一点，比如，沪语选修课就不妨早
点从个别学校的试点变为普及。

也正如网友 2神秘之石所言：
保护传承上海话是上海政府的责
任，也是每一位上海人的义务。今天
回家，跟自己的孩子说上海话！

新民晚报新民网 卞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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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几天，分组讨论
上，代表们热烈发言，为
上海市的城市发展建言
献策。午间休息，一些代
表也意犹未尽，或两两
相对，或三五成群，继续
小组上的讨论，在世博
中心形成一道美丽的风
景线。
本报记者 陈正宝 张龙

摄影报道

大学生创业，
期待梦想照进现实
! ! ! !上海新一轮创业行动
预计帮扶 &万人创业

! ! ! !在上海市“十三五”规划纲要
（草案）中，“促进创业带动就业”被
写入“共享发展”，而不久前开启的
新一轮创业行动中，全市预计帮扶
引领 -万人创业，其中青年大学生不
少于"万人，创业带动就业 "$万人。
“大学生创业”成功率几何？有

哪些难点？该如何破解？两会期间，
来自高校、企业和群团的人大代表
们分享看法，碰擦火花。

创业教育与专业
教育对接
市人大代表姜冬与不少大学生

创业者打过交道，他坦言其中大部
分属于生活服务类，与所学专业并
无关联。例如淘宝店、餐饮业，门槛
低，同质度高，初创较易成功，但由
于缺乏核心竞争力，难长久持续。
“许多高校大学生的创业成功

率不足 ,*，无法将知识技术转化
为市场接受的产品，是普遍的现实
问题。”反观科技型创业项目，市人
大代表赵旭直言更加困难，专业知
识与社会需求的脱节，导致大学生
对客户需求、商业模式和销售网络
等诸多环节认知不足。

而赵旭所在的上海交通大学
创业学院，正尝试将创新创业教育

与专业教育相互渗透，针对全校学
生，开设提升创新创业精神和意识
的通识教育；对有意愿创业学生，
提供增强可行性的起步课程；对已
经创业的学生，则聚焦企业经营、
沟通与领导力、财务与金融等内
容，帮助新创企业可持续发展。

创业实践凝聚为
创业文化
“在美国很多地区，孩子从小

学就开始接触创新创业，相关培养
贯穿整个成长过程，而不是到大学
才创业，一创业就要直面残酷的市
场。”姜冬认为，创业人才培养是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一方面将创业教
育融入就业指导课程，另一方面将
创业理念介入基础教育，逐步形成
创业文化氛围。“对于大学生创业，
不应简单关注成功率，而是关注过
程体验和能力提升。”团市委书记
徐未晚代表认为，创业需要空间、
资金、项目，但关键因素还是人才
培养，上海借助市场环境和投资人
优势，应成为创业者的“试验田”，
扮演“创业学院”的角色。
营造创新创业文化，第一步是

转变观念，交流中很多代表如是呼
吁：“大学生创业并非‘不务正业’，
而是让梦想照进现实。”“需要社会
对勇气的肯定，更需要对失败的宽
容！” 本报记者 范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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