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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曲径通幽处，藏着十万个为什么；林荫小
道旁，不期而遇最新科技……当公园多了“白
相”科学的功能，你会不会更爱逛？上海有百
余座各具特色的公园，却没有专门讲究“科学
味道”的。早在上世纪 !"年代，谈家桢、李国
豪、谢希德等老科学家便多次谈论筹建大型
科普公园的可能性，夙愿今年终于有望实现：
市科协、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市科委与有关
区县等正计划筹建开放性科普公园。

你希望身边有座科普公园吗？怎样的科
普公园，你会喜欢呢？市科协特别联合本报，
共同发出一封名为“你心目中的科普公园”的
创意征集“英雄帖”，邀请广大读者为科普公
园出谋划策。
“上海有一两百块公共绿地，每天来往游

客超过百万，如果有绿的地方就有科学，人们
在蓝天白云下、碧草清泉旁休闲嬉戏时，就能与
科学轻松地‘打个招呼’。”上海市科协党组书

记、副主席杨建荣如是描述科普公园的迷人蓝
图。“当然，建科普公园不是要大兴土木新建公
园，而是希望能给现在的公园添几分魅力，也为
公众科学素养的提升另辟蹊径。”他说。

如何选址
十多年前，就有人建议，首座科普公园

落户复兴公园是最佳方案之一。复兴公园本
就地处历史积淀深厚的“科学宝地”———与
其背靠背的科学会堂，一场场科学论坛、科
普讲座、科技展览等，曾滋养过多少代上海
人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走出科学殿堂之门，
几步路便来到公园绿地，在更开放的空间
中、在大自然里继续“邂逅”科学，“白相”科
学，享受科学，岂不相得益彰？不知广大市民
意下如何？
“科普公园，当然不能局限于动植物领域

的科普，要扩展公园的科普功能。如何既让市

民边逛公园边畅游‘科海’，又不打扰他们既
有的游园习惯，需要更多倾听百姓心声。”上
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副局长方岩告诉记
者，筹建中的科普公园不是一座主题公园，而
是在公园原有功能定位和历史人文基础上，
注入科学元素，融入科普色彩。如果首座科普
公园试点成功，受到市民欢迎，这一形式将在
全市更多公园绿地推广。

怎样定位
或许，这将不仅是上海的第一座科普公

园，在国内外其他城市中也没有先例可循。因
此，对于上海“原创”的科普公园，著名脑神经
科学家杨雄里院士更多思考的是，它要怎样
给人与众不同的科学体验。“在上海，各类科
技馆、博物馆都不少，不过大多在相对封闭的
室内空间。当科普走进大自然，面对开放的室
外空间，又会是何模样？究竟能散发出怎样的

吸引力？这可不是把科技馆里的东西搬到户
外这么简单，有待科普工作者的创意设计和
思维突破。”杨雄里院士建议，科普公园不应
仅仅是物理意义上打破了科普场馆的围墙和
天花板。科学要走进公园，与市民共享绿地，
那就要更贴近市民生活，贴合公众需求，讲市
民爱听的“科学故事”，而且要随着社会热点
的变化及时更新内容。

有何高见
上海人的科普公园，上海“原创”的科普

公园，还需更多上海市民的高见！如果你是设
计师，你会如何规划科普公园的外在形象和
内在功能？你又会如何为科普公园选址#赶
紧给我们写信 !发送电子邮件至 !"#$%&'()

*+,)*-"，或回复“上海科协”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号#!".&/0"，来为“你心目中的科普公
园”出主意吧。 本报记者 马亚宁 董纯蕾

公园里!白相"科学#你说我听
市科协与本报共发!英雄帖" 邀市民为科普公园出主意

! ! ! !上周五晚上 $时，是英文老师赵洪江的
在线授课时间。他的阵地在沪江网，学生遍布
全国。当天，有 %"""多人预约了他的公开课。
在网校，他是拥有众多粉丝的“江江老师”，尽
管看不见摸不着，学生与他交流却毫无距离
感。“以前面对面时，举手回答问题的特别少，
如今在网上却许多人‘抢麦’回答。”

一年多前，他从江苏到上海工作，从线下
传统培训机构转到拥有全国最大用户流量的
在线教育平台———沪江网。这个由几个大学生
创办的本土互联网公司，正试图改变教育生态。

!黏"住!"""万会员
从线下到线上，赵洪江很快适应了新角

色。“以前是一天上 !小时几乎相同的内容，
现在这种重复性劳动减少了，我更多时间用
来设计课程，开发、录制课件。”学生们可以下
载课件到电脑或手机里，随时随地听讲。
最大的挑战来自直播课。“线上课堂节奏

更快，既要设计得有趣生动，带入感强，还要

拒绝空话套话，比如讲语法，我先挑选一段包
括这个语法特点的英语歌或者电影台词来开
头，但讲课中我从不讲段子。”

沪江网校的学员，不仅可以随时与老师
交流，还可以与志同道合的学员分享学习笔
记、学习心得。老师也可以在社区里开辟栏
目，答疑解惑，发挥个人魅力。
“沪江网从互动社区脱胎而来，社群化特

点决定了我们的用户黏性很高，到沪江学习，
已经成为不少人的生活方式。”沪江网副总裁
徐华认为，互联网不是要颠覆传统教育，而是
有益补充。“在线教育使教育资源共享化，降
低了学习门槛，更讲究互动、高效和个性。”
目前，沪江网已拥有 &亿用户、'(((万会

员、)((万学员、全职员工 *((人，市值约 +(

亿元。%(,%年营收过亿元，广告、电商、网校三
者在营收中分别占 %(-、.(-和 .(-。

固守!两不原则"

商业模式清晰，理想却远不止于此。!年

发展，沪江网固守“两不原则”———不做网游，
不做线下教育。不做网游，是因为“网游浪费
时间，与沪江网的价值观背道而驰”。而不做
线下教育，则是因为虽然线下利润较高，但未
来的方向在互联网上。“哪里赚钱就去哪里，
因为诱惑而做线下教育，不是我们的发展思
路。”徐华说。
但他们从不拒绝改变。“不能仅仅局限在

自产内容上，也不能局限于外语教育。我们要
搭建一个平台，就像淘宝一样，任何机构、老
师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展示，供用户挑选。”

绘画、会计、计算机、游戏……在沪江网
搭建的平台里，在线教育的门类越来越丰富，
目前已有超过 *((家机构纳入其中。“我们希
望未来自主的内容压缩到整个内容的 %-。”

所有流程公开
对沪江的高管来说，沪江网不能被简单

看成是一门生意。“我们用养孩子的心态对待
它，猪养肥了可以卖掉变现，养娃就是倾注心

血，一步步看他长大。”公司成立 !年多，高管
团队无一人离职，员工流动率也很低。

今年 )月，沪江网启动互联网教育人才
培训，每周一次，请一些传统教育机构的老
师、学者甚至同做在线教育的高管，来公司现
场观看沪江人怎么办公，网上教育内容怎么
制作。“我们不搞神秘，沪江的所有流程都是
公开的。互联网精神就是开放合作共享，我们
以打造互动社区起家，现在做开放性平台，宗
旨都是一样的。”

#采访札记$

1223年$记者第一次采访沪江网$问到令创

业公司最头疼的资金问题时$ 创始人阿诺却说#

%我们不差钱$选择投资伙伴$我们慎而又慎& '

不差钱$源于清晰的商业模式& 慎重$则

来自对自身的清醒认识())%互联网教育$前

期投入大$收益周期长$不是圈钱游戏'& 4

年创业$从校园到张江$沪江网不急躁*不盲

目$有坚守*有转型$实属不易& 去年 0月$沪

江获得 5轮风险投资约 1222万美元& 今年 6

月$发布耗资千万美元研发的在线教学系统&

在纷扰的互联网江湖$有所为$有所不为&

近两年$在线教育市场风生水起$面对竞

争$沪江网手握 0222万会员$也许是他们最

大的资本& 本报记者 叶薇

不做网游 只做教育
面对竞争#沪江网仍守住底线

! ! ! !本报讯（记者 姚丽萍）今天上午，市人
大常委会启动“促进和保障浦东新区综合配
套改革试点”执法检查。

本次执法检查，结合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建设推进情况，聚焦浦东能突破、
上海能推广、全国能借鉴的重点改革事项，
检查内容涉及———

! 市政府和浦东新区贯彻落实+决定,

的基本情况$重点检查浦东新区在转变政府

职能*转变经济运行方式等方面的重大举措

和改革措施&

! 市政府和浦东新区根据+决定,授权

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及其实施和备案情况&

! 浦东新区在转变政府职能* 转变经

济运行方式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和需要

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 加快推进和更好地保障浦东新区综

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根据工作计划要求，拟于 '月常委会会
议上听取执法检查报告。

政府职能转变哪些还需改进
市人大常委会上午启动执法检查

! ! ! !本报讯（记者 袁玮）由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律法
规政策汇编（中英文）》昨天举行了首发仪式。
该书 ,*开精装，近 !((页，,)*万余字，收录
了上海自贸区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 %%)件，
这是首部中英文上海自贸区法规汇编。
该书的编写和出版创下三个第一。中国

首部自贸区法规汇编，本书是迄今为止我国
第一部有关自贸区的法律法规政策汇编，也
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内容最完整的自贸区
法规汇编；首次将上海自贸区法律法规政策
系统完整地翻译成英文；首次由民间法律服
务业协会与律师事务所实务人员合作完成编
辑、整理和翻译工作。

中英文上海自贸区法规汇编问世

! ! ! !矫健的身姿飞跃腾挪，旋转的舞步技惊
四座……近日，申城首个以街舞文化为主题
的青年文化活动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共

青团虹口区委员会、区青年联合会、区体育
局等主办。大赛作为“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虹口共青团系列活动的组成部分，充满了青
年人积极向上的朝气与活泼。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

街舞大赛彰显活力

企业互联网锋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