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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九届上海

国际自然保护周市绿

化市容局分会场“生态

践行活动”的启动仪式

在徐汇区襄阳公园举

办。 现场设置了“关乎

自然，关‘沪’未来”的

公益市集。各相关单位

和机构共设立 22 个摊

位， 以多种沉浸式互

动，让市民在自然的怀

抱中感受科学的魅力

和科技的力量。

据了解，生态践行

活动以公园绿地等绿

色开放空间为主阵地，

将科普元素融入公园

城市建设。在国际自然保护周期间

及前后，全市动植物园、森林公园

和自然保护区等将开展主题讲座、

科普展览、 户外导赏等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 30 余场系列科普活

动，营造全民参与生态保护的良好

氛围，让市民在自然环境中感受科

学魅力，深入浅出地介绍上海的生

态环境和与之相关的科学知识。

记者在现场看到， 前来参与

公益市集的市民朋友络绎不绝。

在上海植物园的公益摊前， 几位

老先生在中华大锹、 双叉犀金龟

等昆虫的标本前研究得不亦乐

乎。 李大爷表示：“小时候一直能

看到这些昆虫的， 现在只能到动

物园、植物园看看标本了。 ”现场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上海植物园

从 2009 年起就一直开展“暗访夜

精灵” 活动， 作为知名的科普品

牌， 该活动让公众走进一个完全

不同白天的奇妙世界， 更好理解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 同

样的， 上海园林科学规划研究院

的工作人员表示， 通过举办此次

公益市集， 希望能够进一步唤起

公众对于上海生态环境的关注和

重视，引导大家理性消费、保护环

境， 同时也希望通过科普元素的

融入，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增加

生态科学知识的普及率。

据悉，在当天的启动仪式上，

发布了生物多样性漫游路线征集

令， 以徐汇滨江 City� Ride 路线和

徐汇衡复风貌区 City� Walk 生物

多样性主题样板路线为案例，聚焦

物种多样性识别、 自然生境恢复、

科普知识传播等内容，根据不同类

型和不同特征的生态环境，规划设

计推出上海生物多样性漫游路线，

绘制多角度的上海城市生态漫游

地图，引导市民自觉做生态环境保

护的倡导者、行动者和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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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晋诞辰 100周年

年轻人说：对生活饱含的热情永远都不过时

记者 张文菁

11 月 21 日是谢晋导演百年诞辰，为

纪念这位 20 世纪中国电影的杰出代表，

上海电影博物馆与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

协会联合主办的“赤子之心———谢晋诞

辰百年纪念影展”全国巡展上海站，日前

在 IMAGINE� BOX 上影响像力影城等场

馆举行。

1923 年 11 月 21 日， 谢晋出生于浙

江绍兴上虞。 1948 年至 2003 年间，这位

20 世纪后半叶中国最卓越的电影艺术家

共拍摄了 36 部影片，以《女篮 5 号》《红

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牧

马人》《芙蓉镇》等最为著名。 他的作品贴

近人民生活，诉说百姓悲欢，引发了几代

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和广泛共鸣。 2018 年，

谢晋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

称号，被评价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时隔近半个世纪，他的作品还能被年

轻人接受吗？ 在电影《牧马人》展映结束

后，记者随机与两位 00 后女生聊了聊。

1982 年上映的《牧马人》是此次展映

中距今时间最近的一部。 今年大四的上

师大学生小任被电影中男女主人公对生

活的质朴追求深深打动，“无论物质匮乏

还是丰盛， 那种对生活饱含的热情永远

都不会过时”。

杨小姐印象最深刻的桥段是许灵均

在马厩中思想斗争， 终于放弃自尽念头

的那一段，“生活击溃过他， 当他重新站

起来时是他真正重生的时刻”。 对谢晋在

电影中透露的价值观， 两位年轻人都表

示“特别先进，没有代沟”，反而是看了父

母那个年代的电影， 能感受到当时的客

观环境和生活条件， 对他们的一些思维

和行为方式有了更深的体会和理解。

展映组织方徐汇区文化馆相关负责

人介绍，此次四场电影展映，共免费发放

750 张纪念电影票，上海览香海派文化传

承发展中心还为展映提供了原版电影海

报，希望大家在观赏电影的同时，也可以

通过海报怀念谢晋导演的视觉艺术。 此

外， 市聋协的残疾人朋友也通过影片字

幕版，体验了无障碍电影，喜剧片《大李

小李和老李》 的沪语版也受到不少观众

的欢迎。

社区治理光“硬碰硬”不行，还需“软硬兼施”

�记者 殷志军 陆翔 徐喆衎

11 月 21 日下午， 徐汇区社区软法治

理指引（第二版）发布暨社区软法治理研

讨会在华泾镇机关大礼堂举行。 市区司法

局有关领导、专家、律师以及社区群众百

余人参会。

社区治理离不开《宪法》《民法典》等

法律法规、规章硬法，但也需要软法给予

必要的补充，形成软硬结合、法德融合的

共治新局面。

社区软法是社区治理参与主体或社

区各成员间协商制定的有实际效力的议

事及行为规则。 在社区较为普遍而又难治

理的领域，硬法明晰权责，理清边界，使社

区治理在法治框架内有序地推进；软法制

定居民公约等，将有序有规协商的全过程

人民民主融入，形成居民自觉遵守的公约

等治理规则的坚强基础。 在常态长效治理

中，充分发挥各方力量作用，提升社区居

民自治共治力，实现社区有序自治，进而

达到社区有效治理的目标。

据了解，为进一步推进基层社区治理

创新工作，徐汇区司法局以华泾镇的社区

软法治理探索为基础，将社区软法治理作

为推动徐汇城区基层治理模式，创新治理

的方式， 重塑治理体系重构的重要抓手，

组织人员于 2021 年编写上海市徐汇区社

区软法治理指引第一版， 并在华泾镇 17

个小区等地推进落实，在基层实践中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 在历经两年多的实践基础

上，又再次组织了人员编写上海市徐汇区

社区软法治理指引第二版。 就封闭式社区

较为普遍而又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十

个领域， 给出了社区软法治理的指引，从

定义、现象、危险、危害、社区软法制定、社

区软法治理实施、相关法律条文七个维度

做出阐述。 兼顾首创性、创新性、系统性、

操作性、更新性，让社区治理各方看得懂、

用得上，照着指引可操作，力争让徐汇区

社区软法治理从点状走向普遍、从摸索走

向规范、从自发走向自觉、从自治走向共

治，形成“泾”彩样本。

漫步衡复风貌区， 花园住宅遍布街

区，一座座建筑间透着浓郁的历史气息，

居民楼门前的铁质邮箱， 梧桐邻里汇里

休憩的居民， 无一不增添着衡复风貌区

的人文风情。 同处衡复风貌区的天平街

道和湖南街道，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业

缘相融，在片区治理、民生服务等工作中

有着不少共通之处， 特别是面临着如何

平衡“烟火气”与“风貌感”的任务和挑

战。 近日，两个街道联合开展“‘红蕴’映

初心，‘梧桐’建新功———天平街道、湖南

街道居民区书记党建研讨会”，在联学互

鉴中共话情谊、共融智慧、共谋发展。

来自天平、 湖南街道的 37 位居民区

书记济济一堂，就如何发挥居民区党组织

党建引领作用，如何在“三旧”变“三新”等

民生实事项目推进中做好居民工作，如何

激励自治团队发挥作用……一个个基层

重点议题、一项项有举措可复制的治理经

验、一句句治理心得和感受，大家纷纷表

示，这就像照镜子，大家遇到的难痛堵点

如此相似， 这些好的经验拿来就能用，不

虚此行！ 会中，还有湖南街道社区党校特

聘的专家进行点评，让大家进一步认清社

区治理中的问题所在，理清解决思路。

此次党建研讨会， 是天平街道和湖

南街道党工委扎实推动主题教育“见行

见效”，以联促学、以联聚力、以联争先，

让两个街区从区域邻里变成工作伙伴，

最终实现 1+1>2 的聚合效应。 天平街道

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联学联动，两个街

区的书记们可以同向发力、同频共振，以

看得见的变化、摸得着的实惠，办好民生

实事、回应群众关切，共同做好衡复风貌

区高质量发展大文章，实现融合化、特色

化、联动化发展。 湖南街道相关负责人也

表示， 党建引领， 居民区是党的治理末

梢，通过联学，居民区党组织更要在工作

的广度、精度、力度上下功夫，为居民提

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务。

“红蕴”联学，在风貌区里共话治理议题

�记者 殷志军 徐喆衎 陆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