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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龙钢 记者 范
彦萍 对于在江湾镇街道池沟路上做
了一年多豆制品生意的安徽来沪人
员王亚辉来说，被请进城管中队办公
室的大门倾听诉求，这还是头一遭。
昨天上午，王亚辉和其他9名马路小
摊贩一起，走进了新市南路1215弄的
城管中队，与城管队员面对面座谈，
共同寻求破解城市管理难题，改变

“ 猫捉老鼠”式的城管模式。

城管主动聆听小贩苦衷
变敌对为双方友好沟通

虹口区江湾镇街道是本市中心
城区中地域环境较为复杂的地区，与
杨浦、闸北、宝山交界，形成了四区交
界的特殊现状。外来人员多，小商小
贩多，加上历史上是千年古镇，老式
居住房多，给城市管理增加了难度。
去年以来，江湾镇街道对公安街等辖
区内的城管难点地区进行了综合整
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今夏来临之
际，江湾镇街道决定对公安街周边乱
设摊比较集中的池沟路进行综合整
治。整治前，街道相关部门和城管部
门多次到现场进行勘察，走访附近居
民听取意见。

然而，街道相关部门和城管部门
认为，城市管理和执法仅一厢情愿还
不够，而且在管理和执法过程中，往往
会出现“ 猫捉老鼠”现象，城管前脚
走，小贩后脚又来摆摊，周而复始，成
效并不明显，有时还会发生冲突。那么
如何来破解城市管理难题，改变“ 猫
捉老鼠”式的城管模式？江湾镇街道
领导提出了一个设想，不妨把小商贩
请进城管大门，城管讲讲执法计划，听
小商贩讲讲诉求，变敌对为交流沟通，
共同寻找破解城管执法的难题。

昨天上午的面对面对话中，85后
的小摊贩王亚辉说，与城管队员座谈
是“ 破天荒的事”。过去，我们总觉得
自己是被欺压的一方，只有逃和躲
藏。今天来座谈，觉得自己成了平等
的一员。王亚辉说，实事求是讲，自己
也知道摆摊会影响市容，但自己没手
艺、没学历，老家地又少，只能来上海
摆摊。王亚辉向街道和城管部门提出
自己的诉求，最好能帮他找个小店
面，能进店做买卖，这样也不用提心
吊胆做生意了。街道城管部门当即回
应：一定尽可能为他找到。

小贩提议开临时设摊点
政府部门主动换位思考

据悉，在昨天的面对面对话中，
小摊贩们诉求最多的是：能不能开辟
一个临时设摊点、进菜场销售能否有
摊位优惠等。参加对话的江湾镇街道
负责人和城管江湾中队的负责人都
一一给予回应，并表示街道将在充分
听取小贩意见的基础上，对池沟路现
有摊贩进行摸底疏理，准备在不扰民
的情况下进行疏导管理。并与附近的
丰镇菜场协商，请他们吸纳一部分小
商贩，让其合法经营。对一些暂时还
不能解决的诉求，相关部门也一一作
了解释，取得了小贩的谅解。小贩们
也表示，将配合城管队员的工作，自
觉维护城区环境。

江湾镇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俊
琦表示，城市管理需要换位思考，我
们采取让小贩与城管队员面对面沟
通交流，消除彼此间的误解，从而找
到双方的平衡点，共同推进城市管理
工作的开展。张俊琦表示，换一种思
路做城管工作，也许能起到事半功倍
的作用。

本报讯 记者 罗丹妮 见习也如
高考填志愿，有第一志愿、第二志愿，
还可服从第三方调剂，大学生与企业
的人才就业匹配度更高。记者从宝山
区月浦镇获悉，宝山区首个由镇政府
牵头搭台，且出资补贴大学生社会实
践的见习基地于昨天启动。仅今年暑
期，高校本科、研究生将有85人前往月
浦镇实习，镇政府除了搭建实习平台
外，还出资给每位学生千元补贴金。

多岗位等待学生见习
每人可获千元钱补贴

“ 才入月浦 放飞梦想”首批大
学生入镇见习活动暨月浦镇大学生见
习基地于昨天启动。仅今年7~8月期
间，月浦镇机关、各行政村、居民区、事
业单位及骨干企业（ 包括钢铁加工、现
代物流、金融服务、电子配件等企业），
将面向本市部分高校的本科大二、大
三或硕士研二的高校生，招聘行政管
理类、工程技术类、社会管理类、财务管
理类等专业的见习人员共85人。

对于每位见习学生，镇政府将从
人才发展专项资金中拨出资金，给每
人每月1000元的补贴金。据月浦镇组
织人事科科长胡文原介绍，虽然往年
暑假镇政府也有组织相关活动，但正
式成立见习基地还是首次，这也是宝
山区首次由镇政府牵头搭台，且出资
补贴大学生见习工作。“ 这更利于赢
得大学生的信任，吸引人才到月浦镇
来见习。”据悉，此见习活动将一方
面激发月浦镇本地大学生了解家乡、
服务家乡；一方面吸引外地大学生在
月浦镇寻找就业机会，让更多的优秀
大学生到该镇工作。

选单位如高考填志愿
多项选择成功率更高

据上海大学毕业生办公室胡老
师介绍，今年暑假，上海大学将有26
个大学生到月浦镇入职见习。和与往
年不同的是，今年大学生在报名见习
岗位时，与招聘企业不再是“ 一对
一”的关系。因为有政府搭台汇总，
所以学生在填报见习岗位时，借鉴了
高考模式，除了填第一志愿，还可以
填第二志愿，服从调剂等。“ 有些岗
位只招聘一个人，竞争力可想而知。
此时，学生若还想进这个企业，可以
填同企业的其他岗位；或其他志愿都
未录取，调剂后获得合适的岗位等。
这样，学生与企业的匹配度、就业见
习的成功率都会更高。”

每天来回要花 4 小时
大学生见习敢于吃苦

上海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系今年
也首次与月浦镇合作，将送11名大学
生到月浦镇大学生见习基地进行暑
期见习。在该系主任韩承鹏老师看
来，这些学生很能吃苦，最大的收获
将会是感受企业文化、熟悉政府、企
业的操作流程。

“ 一般的供职单位都不提供住
宿，他们每天从学校去月浦镇工作，
光路途来回时间就需要4小时。”据
韩主任说，相比于在杨浦区、闸北区、
浦东新区等地见习的学生，在宝山月
浦镇入职的学子，工作相对辛苦些。
可即便如此，还是有20多名学生报选
了该见习基地的岗位，“ 他们愿意到
很远的地方挑战自己。”

月浦镇大学生见习基地昨天启动
宝山镇政府出资补贴学生千元/人

学子手绘5米“ 复旦上河图”赠母校

“ 创·沙龙” 创意提升创业能力
本报讯 记者 顾卓敏 不做传

统行业的简单复制；寻找富有创意
色彩的创业项目⋯⋯前日，“ 创·沙
龙”在中国（ 上海）创业者公共实训
基地举办首场互动交流活动。在现
场，近80名“ 创·沙龙”会员以及有
意向创业的朋友们彼此沟通了创业
过程中遇到的困厄和疑惑，吸取了
经验，可谓收获颇多。

“ 创意是创业的灵魂，也是创业
者的价值体现，它能使创业者从千
万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是成就事业
的关键。”作为“ 创·沙龙”的首次大
型活动，主办方特意请来了上海世
博会吉祥物海宝的设计者创意大师
邵隆图先生，做了题为“ 创意能力提
升”的主题演讲。邵先生用自己的经
验告诉创业者，不仅要有好的创意，

而且要能将好的创意推广出去，实
现创意的价值最大化。

据悉，“ 创·沙龙” 组织实际上是
一个创业互动交流会组织机构，全称
为杨浦区创业者自律性服务组织，由
杨浦区公共实训基地管理服务中心发
起，已有创业者会员100余名，现还在
招募中。只要是杨浦区域内有创业愿
望或已经创业的个人，均可申请参加。

吕巷社区日民俗文化夺人眼球
本报讯 记者 丁烨 一只手转

动着纺纱机的转轮，另一只手握着
一团搓捻过的棉花，与此同时，从
棉 花 之 中“ 诞 生 ”了 一 根 坚 韧 洁
白的棉线随着机器的转动汇入纺
锤之中⋯⋯这一幕老式纺纱的高
超 技 术 犹 如“ 变 魔 术 ”般 令 人 难
以置信。

日前，在金山区吕巷镇社区日

上，纺纱织布、舞龙舞狮等吕巷的
“ 名牌”文化遗产，用异常亲民的方

式与市民见面。共70余项活动吸引
了3万余名市民参与。

吕巷镇拥有蟠桃之乡、舞龙舞
狮之乡等多个响当当的名头。在社
区日上，舞龙、农耕、纺织、戏曲、秧
歌、莲湘舞为代表的一批颇具地方
人文风情和民间民俗特色的文艺节

目轮番上演，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
民俗活动中传承。

在吕巷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科
普活动室，泛黄的老照片诉说着上
海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吕巷
小白龙”（ 舞龙舞狮）百年悠久的发
展历史和辉煌的成就，吕巷小白龙
传承人正在向市民讲解舞龙的动作
技巧和要领。

》都市脉动

本报讯 记者 顾卓敏 实习生
肖书瑶 光华楼前扔学士帽的毕业
生、相辉堂阶梯上驻足的“ 陈堂
主”、旦苑食堂边逗猫的女生、燕园
门前闹别扭的情侣⋯⋯旦复旦兮
的日子就这样被定格在一张手绘
画卷里。近日，复旦大学艺术设计
系的卞雅雯在毕业之际手绘了一
张长5米的画卷作为毕业献礼赠予
母校。这幅《 你在复旦，复旦有你》
的画中浓缩了复旦大学的多个知
名建筑、108个复旦人，且每个人形
态动作各异，被网友称为《 复旦上河
图》。

上周五的复旦大学2013届毕业
典礼上，在同学的原创歌曲《 曾经复
旦》的旋律里，艺术设计系的卞雅雯
将自己的毕业献礼亲手交予校长杨
玉良手中，这是一幅花费44个小时
创作、长达5米的手绘画卷。在这幅

古朴淡雅的画卷中既有复旦大学校
门、光华楼、燕园、第三教学楼等复
旦知名建筑，更有108个鲜活的复旦
人跃然纸上，寓意着复旦大学建校
108周年。

从大二起就开始担任学校“ 砺
志讲坛”美术编辑的卞雅雯，今年6
月也走入了毕业季。在学校向毕业
生们征集“ 毕业生献礼”的时候，她
开始思考“ 在复旦学习生活了四年，
我要用自己的语言做点什么献给母
校，也为我的朋友们留下一些印
迹”。给李岚清、唐家璇赠送过漫画
肖像的她，这次决定画下自己最熟
悉的复旦事、复旦人。从6月15日开
始构思，到6月26日完成全画，卞雅
雯花了44小时一笔一画勾勒出记忆
里的点点滴滴。

画卷中的108个人物都能在学
校里找到原型，在采访中，卞雅雯向

记者细细数来这其中的故事。“ 逸夫
科技楼前面有位送水的师傅，我每
次 路 过 那 里 都 会 看 到 他 骑 车 送
水，虽然我没有和他说过话，但他
送水的身影还是给我留下很深的
印象。长椅上那个目视前方独自沉
思的男生，我看到他的时候就会想
起复旦人独立的精神、自由而无畏
的灵魂。”

卞雅雯告诉记者，虽然自己还
将在复旦度过三年的硕士生涯，但
身边的同学们、朋友们都将离开复
旦，走上工作岗位或奔赴世界各地，
这幅画既是送给母校的礼物，也是
送给朝夕相处的同学们的礼物。

据卞雅雯介绍，这幅独具匠心
的毕业礼物将放入学校的档案馆留
存，而三年后将从复旦毕业的她，也
表示未来三年的那份礼物，将会更
绚烂，给大家带来更美好的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