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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严寒酷暑都能让孩子们拥

有舒适的学习环境， 是家长和学校共同

的心声。 日前，记者从区教育局获悉，近

年来共完成了公办学校的 963 间教室的

空调安装，68800 余名学生已经可以享受

“冬暖夏凉”的舒适环境。

空调进教室， 得益于区教育局年初

确定的今年重点实事工程。 今年 3 月疫

情逐步开始显现， 区教育局设备采购部

门快马加鞭， 成功赶在 3 月份疫情封控

之前完成了 3 个标段的开标工作， 为整

个项目的如期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次空调全覆盖工程最大的挑战除

了疫情的影响外， 还有所涉及的 65所学

校里，80%的学校需要进行用电扩容。 为

此，项目管理部门组织扩容单位排摸学校

情况，制定可行方案，协调电力公司选线

增容。通过优化方案，分区域协同推进，克

服疫情影响，终于在开学前完成绝大多数

用电扩容项目。对个别因客观因素而未能

完成扩容的学校也安排保供发电车，确保

了所有学校开学时空调能够正常运转。

今年夏天，申城遇到持续高温天，给

9 月份入学的师生提供一个凉爽舒适的

上课环境变得更加迫切。 参与这次工作

实施的基建站工程部、 设备部和前期估

算等多个部门，顶着烈日，奔走于学校现

场，根据不同学校的情况，协调电扩容、

设备安装和土建配套等工作。 到 8 月中

旬，当所有的设备完成安装后，向全区的

学校发出通知， 并组织各校由设备安装

单位、土建施工单位、施工监理和电扩容

等共同参与的设备全负荷运行调试。 积

极排除可能存在的隐患和故障， 为 9 月

开学后各学校空调正常运行提供了安全

保障。

2018年，在徐汇区委宣传部、文旅局的

指导下， 刘小晴书法工作室在天平街道

的秋海堂文化艺术中心正式揭牌， 同时

设立刘小晴书法工作室天平教育基地。

2019 年，刘小晴受邀成为天平“名家

坊”成员，秋海堂文化艺术中心也成为天

平“名家坊 +”公益联盟单位。同年，在向

阳小学举办了“天平德育圈”书法进校

园启动仪式，刘小晴老师出席，并为来

自八所中小学校的学生举办了一堂书法

讲座。

2020 年，在刘小晴老师的关心下，首

届“天平德育圈” 青少年书法展正式启

动。 至今，已经举办了三届。 央视专题片

的开头， 即是不久前揭幕的第三届天平

德育圈青少年书法展。

“海上书法”非遗传承人，当代上海

书坛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刘小晴， 集书法

创作家、 书法理论家、 书法教育家于一

身，几年来，在秋海堂文化艺术中心的合

作支持下， 刘小晴老师关心天平德育圈

的美育德育工作， 支持天平德育圈青少

年书法展。

初冬的上海徐汇，第三届“天平德育

圈”青少年书法展开幕，一向低调的刘小

晴现身，不惜笔墨的他，将三首劝学古诗

的书法赠送给获得一等奖的小朋友。 他

说，今后的每次展览，他都会书写作品，

鼓励获奖的青少年。

1942 年， 刘小晴出生于上海一个书

香世家，他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在喜好

古文的父亲耳濡目染下， 他自幼酷爱写

字，但苦无良师。 21岁时，上大学无门的

刘小晴，在苦闷中正式拜知名书画家、篆

刻家钱瘦铁为老师， 钱瘦铁对这个关门

弟子的教诲，让刘小晴至今仍不时回味。

在习字之余， 刘小晴对书学理论也

颇为精通。 1991年，20 万字的《中国书学

技法评著》出版，刘小晴也凭借此书获得

出版界最高荣誉金钥匙奖， 他出版的字

帖也广受欢迎， 成为很多书法爱好者人

生中的第一本字帖。

字如其人，在书法界，刘小晴被公认

有“三好”，“字好、学问好、人品好”。 他不

屑于以狂怪乖张博取关注， 而是希望以

人们看得懂的潇洒自然、秀敏灵动，让书

法这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飞入寻常百

姓家。

2018 年， 刘小晴工作室在上海徐汇

区成立，为了让书法“飞入寻常百姓家”，

刘小晴拿出创作的部分精品， 举办了社

区巡展， 让社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

到艺术大家的作品，并热心推动“书法进

校园”活动，鼓励孩子们写好字，做好人。

多年来， 刘小晴默默向上海徐汇区

对口帮扶的云南省红河州捐资助学，每

年他都亲赴云南红河州，去看望孩子，给

孩子讲书法课，为他们题词，为孩子们的

事不遗余力。

（综合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天平家园）

徐汇公办学校教室实现空调全覆盖

近七万学生享受“冬暖夏凉”

“徐汇，好样的！”随着第十七届市

运会最后一场游泳比赛落下帷幕，

204看台上的欢呼声响彻东方体育中

心的整个场馆。 徐汇代表队游泳项目

的奖牌总数定格在 27.5 金 27.5 银

14.25 铜，团体总分 989.5 分，金牌总

数和团体总分均名列全市前列。

在这个市运会周期内，徐汇游泳项

目还取得输送一线金牌 11金、全国比赛

带牌 10.5金 9.125银 6.75铜的好成绩。

49金 36.625银 21铜的成绩也创造了徐

汇区游泳项目市运会历史最佳成绩。

登上山顶心情怎么样？ 徐汇区青

少年体育运动学校副校长凌继东说：

“非常开心！ ”短短的四个字里，藏着

许多人数年的辛苦和坚持。从 2008 年

徐汇游泳馆竣工， 凌继东就投身徐汇

游泳队发展的相关工作， 经历了徐汇

游泳运动从低谷、爬坡、不断创造历史

纪录的全过程。

2010 年，徐汇区代表队在第十四

届市运会中取得了宝贵的一枚金牌，

在全市排在十名开外。四年后，第十五

届市运会中，徐汇区游泳项目取得 11

金 20 银 14 铜的成绩， 金牌总数首次

突破两位数。

接下来的第十六届市运会， 徐汇

的运动健儿们再次把成绩提高到 19

金 10 银 19 铜，团体总分 661分，金牌

榜位列第二，团体总分位列第三，连续

两届市运会打破历史纪录。 今年市运

会， 徐汇游泳运动员再次用稳定强大

的表现， 为徐汇游泳事业发展画出了

新的上升曲线。

徐汇游泳队是一步一个脚印扎实

走过来的。12年来，学校的教练员队伍

不断优化，一批青年教练员崭露头角；

在主副教练员的基础上， 学校完善了

带训模式，扩大招生基础和规模，成立

游泳四线运动队， 这一系列改革措施

给游泳项目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区体育局和区教育局的大力支

持下，体教融合持续探索、不断深入，

中国中学和南洋初级中学为游泳项目

提供强有力支持。在时光的雕刻中，一

支有朝气有战斗力的劲旅正在走来。

在这次参赛的六个组别中，90 后

担任了三个组别的主教练， 并取得了

不错的成绩。“我们这一批青年教练成

长起来了。 ”凌继东感慨。 备战市运会

时有两位教练员退休， 当时他还有些

担心， 但这些年轻人用实际行动打消

了他的顾虑。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学习型的团队。 ”

凌继东介绍， 徐汇区青少年体育运动

学校已经建立起了青年教练员的校本

培训体系， 不仅有新老教练员搭配的

带训模式，还定期举行理论课学习，互

相探讨训练经验， 也会输送部分教练

员到青训队等平台学习。 游泳是一个

“单打独斗”的项目，但教练员们是一

个齐心协力、目标一致的团队。

�记者 姚丽敏

凌云街道在车水马龙的城市中勾勒出

一片休憩的空间，将虹梅南路 96 弄原“门

球场”改造成“口袋公园”，为附近居民提供

了一个开放共享、便捷舒适的活动空间。

随着“口袋公园”的开放，一些治理难

题也随之凸显。 如缺乏管理公约、噪音扰

民等等。为了处理好“口袋公园”管理维护

难题，回答好从“增绿”变“常绿”这一治理

课题，凌云街道深入贯彻“参与式社区规

划”的理念，借助“凌云治”社区三师工作

坊团队，充分发挥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

“三会”制度等各类议事平台，街道委托第

三方有邻社区组织协商师、规划师全程参

与口袋公园的规划更新，围绕口袋公园公

共事务与突出问题， 有序说事、 议事、主

事，成功推动凌云“口袋公园”公约制定、

安装大门等工作， 让基层协商议事看得

见、摸得着、落得实。

居民意愿征集—规划师提出设想—

集体讨论—形成共识—推进实施。重视全

方位安全防护，及时联系街道相关职能部

门，成功在主入口加装大门和监控设施，

同时在场地内设置安全提示牌， 在二楼

走廊处加装防护设施和“小心行走”安全

提示标语。 充分顾及亲子互动、家长看护

的需求， 在场地内设置各式娱乐及便民

休息设施。 （来源：凌云路街道）

第三届天平德育圈青少年书法展登上央视

推窗可见绿 出门即入园

口袋公园勾勒出一片休憩空间

团体总分 989.5分

十二年磨一剑，徐汇代表团游

泳项目再创新历史

�记者 王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