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今天上
午，市清明节工作指挥部召开 !"#$

年本市冬至工作联席会议，对冬至
祭扫服务保障工作进行布署。据预
测，今年冬至期间，本市出行祭扫人
流将达 !#%万人次，出行高峰期各
祭扫场所主要道路将出现拥堵。
会议要求各部门和单位加强对

冬至祭扫服务保障工作的组织领
导，确保祭扫活动平安有序；及时播
报祭扫便民信息，加大对节地生态
安葬补贴等惠民殡葬政策、“六大民
俗节日”错时祭扫活动和“无烟墓
区”等殡葬改革举措的宣传力度，引
导文明错峰祭扫；坚持以群众需求
为出发点，加强服务接待培训、规范
服务收费行为、优化服务供给、拓展
便民利民措施。
为方便市民祭扫，冬至期间，浦

东新区的乐乡公墓、永安公墓、汇龙
园、界龙古园、天逸静园、福寿园海
港陵园，闵行区的仙鹤墓园、福乐山
庄，嘉定区的松鹤墓园、长安墓园、
白鹤憩园、清竹园、望仙安息园，松
江区的天马山公墓、天马塔园、华夏
公墓，青浦区的福寿园、徐泾西园、
卫家角息园、淀山湖归园、至尊园、
福泉山留园和青浦静园等 !%家公
墓将在轨道交通 !、&、$、'、((、()、
(*号线相关站点开设短驳班车，市
民可根据需要向上述单位咨询。(!

月 !!日上午 $+%,-#,+%,，各轨交短
驳点（尤其轨交 !号线洞泾站!"号

线徐泾东站和华夏东路站!##号线

嘉定西站）祭扫人流集中，可能需要
等候短驳车 %,分钟以上，建议市民
错时出行。

本市现有 ..家经营性公墓和
("家经营性骨灰堂，截至 !"($年
("月底，累计落葬（含寄存和壁葬
安放）(*%万余穴（格）。

据预测，今年冬至期间（#" 月
#$日至 "%日），全市公墓（骨灰堂）
预约落葬总数 !/!万，将有 !#%万
人次、!*0.万辆车次出行祭扫，人车
流量高峰出现在 (! 月 (&、()、!!
（冬至）、!%日四天。上述日期上午
$：,,-((：%, 通往本市各祭扫场所
的主要道路将出现拥堵。希望广大
市民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错峰出行，
缓解交通压力。在祭扫活动中要注
意交通、人身和财物安全，听从交
警、治安和有关工作人员的指挥，防
止发生意外事故。

! ! ! !本报讯（记者 鲁哲）(''.年底
的一张《新民晚报》改变了 ($位纺
织女工的人生轨迹，她们从“纺嫂”
成功转型为“空嫂”。昨天，“微笑人
生———吴尔愉和她的伙伴们”主题
展览，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开幕。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
莫负春出席开幕式。全国劳动模范
吴尔愉等 ($位上海市首批“空嫂”
也相聚市工人文化宫，客串讲解。

据主办方介绍，办展得到了东

航、上航的大力支持，为展览提供
了展品、图片、配套活动志愿者等。
各位“空嫂”也积极响应，为展览内
容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线索；上海
纺织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上海音
像资料馆或提供史料复制和咨询，

或免费出借展品等，使展览内容更
充实、更具专业性。

展期活动安排有，听“空嫂”讲
故事，由“空嫂”客串展览讲解员讲
述当年的经历；“空姐”教你坐飞
机，由吴尔愉品牌服务组空姐担当

志愿者，教参观者安全乘机和文明
乘机小知识；纸艺名师教折飞机；
拍摄怀旧风全家福，观众可以在互
动区拍摄，微信扫一扫即可打印照
片，或带走留念，或分享在留言墙。

即日起至 (!月 %(日，每周一
至周日的 '+,,-()+%,，市民均可前
往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西藏中路
#"&号）%楼展厅观展。团体预约电
话：)%&!,%)(、)%&!,%)!。展览提供
扫码解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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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周末，由上海大学上海美术
学院创作的一批颇具特色的分类垃
圾桶，亮相虹口区广中路街道何家
宅小区。这两天，这些分类垃圾桶成
为小区居民热议的话题之一。
“垃圾分类，现在基本上被小区

居民所了解，但是对于居民来说，
要真正做到垃圾分类还有一定的
难度，其中的原因有许多，此次艺
术家带来的这些颇具创意的垃圾
桶，无疑给我们日常工作带来了新

的思路。”何家宅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沈萍说，“过去垃圾分类，基本上都
是社区志愿者来引导，换成这些时
尚的分类垃圾桶之后，我们发现许
多孩子很有兴趣，带着大人来进行
垃圾分类，有时候孩子的影响力是
很大的。”
在何家宅小区內，可以看到两

组非常有特色的分类垃圾桶。“此次
有两组作品非常有意思，分别叫‘最
后一公里’和‘大地的眼睛’。”上海
大学上海美术学院设计系副主任程
雪松副教授介绍，“最后一公里”这
组垃圾桶中，明亮的颜色、直观形象

的垃圾桶、标有刻度的距离引导线，
以趣味形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让
出门扔垃圾这个简短的过程变成
丰富的体验，让居民开始关注、重
视垃圾分类，在潜移默化中养成新
的扔垃圾行为，提高居民垃圾分类
意识、环保意识，“我们用直观的艺
术形式探讨垃圾难分类的原因，比
如科学分类系统和常识认知之间
的矛盾、居民家中垃圾桶终端的分
类空白、垃圾分拣员的认识教育问
题等，并提出建议，希望能缩短分
类的科学标准和百姓的直观感受之
间的距离。”

“大地的眼睛”这组垃圾桶中，一
组凸镜“守护”在垃圾桶身边。“垃圾
分类的动力在哪里？其实来自于人
的内心，这组艺术品让人对自我行为
产生察觉，进而产生认知，萌生守护
大地的责任感。”设计师张一戈说。
随着越来越多老百姓了解垃圾

分类，今天在许多小区，扔垃圾已经
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何家宅小
区居民张阿姨表示，这些有特色的
分类垃圾桶，让生活在这里几十年
的居民第一次发现，原来扔垃圾也
可以成为一件这么有意思的事情，
接下去要更努力学习怎样把垃圾分

类好。
“垃圾分类是典型的‘知易行

难’，每个人都知道应该垃圾分类，
但是真正行动起来需要各方面的努
力。”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执行院
长汪大伟说，“我们希望通过公共艺
术活动引发更多人的关注，而在此
次活动中居民的一些建议，比如从
垃圾袋开始就进行艺术设计、在一
个垃圾桶中就可以实现分类等，对
于艺术家的启发也很大。我们期待
通过大家的努力，让扔垃圾也成为
一件非常时尚的事情。”

首席记者 方翔

虹口广中路街道何家宅小区分类垃圾桶变身!刷新"居民认知

垃圾桶很“艺术”扔垃圾也时尚

! ! ! ! !,,%年末，本报刊登报道《复
旦园北上江湾 华师大西进闵行》。
(&年前，记者走进大学城的第一
印象，就是扑面而来的人文和学术
气息。当初作为新生事物来报道的
大学城，如今已分布在全市各处，
成为上海教育和科研重地。
目前，上海共有 $座集聚现代

化教育设施和高水平科创基地的
大学城。杨浦大学园区以复旦大
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为核
心；闵行大学园区以上海交通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为核心。最出名
的要算松江大学城了，这里有上海
外国语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 *所
各具特色的高校。当年采写这条新
闻的本报记者赵红玲说，当初在大
学城里建起的图文信息中心令人

耳目一新，有别于传统的大学图书
馆。“衡量一所大学的指标，不仅仅
是看大楼有多少，更要看云集多少
大师。在高校里，大师与图书馆又
是息息相关的，因为那里是做学问
的‘必经之地’。以前的图书馆是
‘卡片’多，但再多的资料也抵不
上现代信息技术的‘容量’。矗立
在大学城里的图文信息中心，可
以将世界最前沿科技信息和各领
域的发展历史尽收眼底。这才是大
学。”她说。

主校区位于松江的上海工程
技术大学，被誉为镶嵌在佘山之侧
的现代化校园。入驻大学城后，学
校获得飞速发展空间，建起了“上
海飞行仿真技术研究中心”“上海
国际邮轮研究中心”等一批高水平
研发基地。城市轨道交通学院党委
书记柴晓冬动情地说，在大学园区

的沃土里，工程大从对接国家战
略、服务行业需求出发，提出了园
区里的“学科群、专业群要对接产
业链、技术链”。现在，从创新基地
到学科平台，从大师工作室到联合
实验室，从“走出校园促发展”到
“构建校企合作命运共同体”，一系
列高水平学科建设正蓬勃兴起。

张江园区、奉贤园区、闵行园
区、金桥园区、南汇园区，以及新建
的临港园区……每一个大学园区
都设立了一个管理委员会，其主要
职能是协调园区内的高校资源，并
为园区科创搭建共享平台。赵红玲
说，在园区里，政府、企业和大学联
动，形成了一个“产学研”一体化的
高等教育运作新模式。

积极对接上海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正成为上
海各大学园区新一轮发展的重要

目标。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
院士许宁生表示，复旦正先期布局
建设“张江复旦国际创新中心”，依
托“一计划两中心”，以国际人类表
型组重大科学计划、微纳电子与量
子国际创新中心、脑与类脑智能国
际创新中心为核心建设内容，在生
命、信息及其交叉领域，努力形成
重大项目和人才聚集、重大科学
问题和核心前沿技术创新研究的
高地。今后，复旦要充分发挥综合
性学科和科技优势，凝聚全球力
量，解决综合性重大科学问题和
前沿核心技术问题，积极推动张
江科学城打造国家实验室，建设
上海科创中心核心承载区，服务
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全力参与上海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一张复旦张江园区的蓝图已
经绘就。

首席记者 王蔚

冬至出行祭扫：
预计213万人次

走过去，前面是片天
上海首批!空嫂"相聚工人文化宫讲解!自己的展览"

! ! ! ! !"月 !##!$#""#"%日

四天高峰$建议错峰出行

昔 城市里，零

星散落着的

大学，有些虽闻名

遐迩，却挤在老城

区里，校舍面积有

限，要实现高科技

产学研对接，如同

被捆住了手脚。

大学城：让专业群对接产业链

今 由大学园区

形成的“大

学城”，不仅高校

云集，更便于高新

技术成果走出校门，实现科创的扩张和产业

化，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
! 松江大学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新时尚垃圾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