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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教育首期
开15门传统课程

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从上世纪

八十年代开始，上海开始推动社区教

育工作，目前已经基本形成由1 7区县

的社区学院、21 4所街道社区学校，

5000多个居民学习点的社区教育三级

网络体系。在昨天市教委举行的实地

寻访中，青年报记者发现，上海社区教

育从传统文化入手，已开发了多本优

秀传统文化读本和乡土教材，有近1 /3

课程或资源与传承传统文化有关。

浦东新区高桥镇社区教育讲师

团成员李楠君是一名从外地退休回

沪的社区教育志愿者。近十年来，李

楠君编写了《 浦东高桥地区历史文

化》系列教材1 -5集，先后在基层社

区学校讲课300多次。今年72岁的老

人还准备继续编写乡土教材第6集

《 高桥腾飞篇》。闵行区的颛桥剪纸

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不用模板凭心而剪的中国剪纸“ 醉

剪” 第一人李黛已经在颛桥社区学

校带了一年多的学生，有1 00多名幼

儿园和小学的孩子来参加她的大师

班。她表示，“ 醉剪”要求很高，学习

的人也很少，基本快要失传，她希望

能在这些孩子中找到“ 接班人”。

据介绍，在进入社区的教育课程

中，第一期就有1 0个系列1 5门传统

文化课程。自2008年起，每年评选的

优秀社区教育课程和优秀社区教育

资源中，有近三分之一与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相关，累计总数达到1 83门。其

中既有区级社区学院推出的弘扬中

华文明的中华经典进社区课程，又包

括了各级社区学校推出的地方特色

文化。

著名学者捐赠
《 安娜》等译作手稿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昨天，华

东师范大学档案馆举办“ 王智量教

授手稿、画作捐赠仪式暨王智量学术

生涯展”。此次，王智量先生捐赠了

家中所存全部手稿、部分画作、证书

和照片。手稿包括《 叶甫盖尼·奥涅

金 》、《 莱 蒙 托 夫 叙 事 诗 集 》、《 死

者》等译稿，小说《 饥饿的山村》、

《 海市蜃楼墨尔本》 等手稿，以及

《 智 量 文 集 》、《 安 娜 卡 列 宁 娜 》、

《 我们共同的朋友》等著作。

王智量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教授，笔名智量，1 928年出生于陕西

汉中，1 978年后任教于华东师大，是

我国著名的外文专家、翻译家、小说

家。他是《 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

位、也是最优秀的中文译者。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昨天，复旦大学信息科

学与工程学院光源与照明工程系借

建系30周年之际公布了一系列最新

的科研成果：通过技术的优化，有望

使等离子体空气净化器的市售价格

降低为同类产品的一半，从而使其大

量普及成为了可能。此外，即便在雾

霾天里，也能让新鲜空气“ 飞入寻常

百姓家”就是他们的希望。

近年来，随着PM2.5和雾霾成为

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 心霾”，空气

净化器得到了更多青睐。但是，目前

在售的等离子体空气净化器普遍价

3000元/台以上。区琼荣副教授介绍，

考虑到普通百姓家中空间有限，团队

所研发的空气净化技术是一种模块，

可移植进空调、空调扇和普通风扇，

结构非常紧凑。为了省去清洗集尘板

的烦恼，还可去掉集尘板，通过静电

沉降原理除尘埃，非常适合安装于不

便于维护的场合，比如无人负责的公

共场所，或者安装于天花板吊顶等。

据称，他们对未来合作伙伴提出

了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产品定价需在

千元左右，造老百姓消费得起的等离

子体空气集净化器。即便在雾霾天里，

也能让新鲜空气“ 飞入寻常百姓家”。

针对网络上人们关于“ 等离子体

空气净化器会产生臭氧、造成二次污

染”的担忧，区教授表示，“ 从原理上

说，等离子体空气净化不可避免地会

产生臭氧，但相对空气中本来就存在

的本底臭氧含量而言，这个量非常微

小。合格的等离子体空气净化器在专

业检测机构的臭氧指标检测中往往

低到‘ 未检出’的水平，因此，不会影

响空气质量。”

受调查盲人反映
自己曾被地铁盲道“ 坑”

《 指尖下的光明———基于上海市

市区盲人出行状况调查》是同济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王子秋等6人的

暑期社会实践项目。微调查显示，可

以自己独立外出的盲人占总调查人

数的92%，但近一半的人的出行次数

每周在5次及以下。

而选择出行交通时，地铁成为了

盲人出行的首要选择。但有不少盲人

朋友对地铁盲道不信任。盲人小杨表

示，他有次独自前往一陌生的地铁

站，打算沿着站内盲道走，“ 没想到从

这头进站，沿着盲道走着又从另一头

出站了，这之后我进地铁站就再也不

沿着盲道走了。”而地铁站盲道少、功

能不全等问题也让他们很无奈。

“ 通过调研，我们将研究成果方

向 定 为 盲 人 最 常 出 行 的 交 通 工

具———地铁，想通过触觉地图的制作

令盲人能在一个陌生的地铁站，不通

过别人的帮助，到达自己想到达的地

方。”王子秋说道。

触觉地图用微塑纸做
侧重闸机、服务站信息

据小组成员介绍，触觉地图就是

用凹凸的线状、点状和面状纹理符号

构成的用手触觉感受的地图。制作之

前，6名学生多次前往1 0号线水城路

站和1 0号线与8号线换乘的老西门

站，了解盲人在乘坐地铁独立出行的

时候遇到的问题。“ 选取只有一条线

路的地铁车站与存在一条换乘线路

的地铁车站比较有代表性，有利于推

广。”成员彭程说道。

王子秋说，触觉地图绝不是对视

觉地图的简单“ 复制”或“ 打印”，考

虑到触觉地图尺寸有限，需要对地图

内容进行简化，根据盲人的实际需要

进行设计，“ 同时，一张视觉地图也可

以分解成几张触觉地图去呈现，避免

信息相互干扰。

制作水城路地图时，成员们用间

断的点表示盲道，闸机用箭头表示，

设计完成的平面图打印在A4的微塑

纸上，放入热敏机内加热，制作出触

觉地图。“ 盲童学校的老师建议，盲

道用间断的虚线表示，闸机口用两

条横杠表示，并在当中用斜线或其

他方式表明闸机进出方向。地图也

不需要标注楼梯等信息，把空间留

给站台中心，进出闸机及服务站才

是对盲人最重要的信息。”王子秋表

示，根据意见，小组成员又反复进行

了三次修改。

盲人小溪在老西门站实地体验

了触觉地图后表示，他能通过地图对

一个陌生站台有个整体了解，“ 地图

上还有洗手间的信息，这样我就不用

再去求助别人。”

同济学子为盲人设计地铁站触觉地图

地铁闸机、厕所在哪一摸便知
正逢国际盲人日，同济大学一支社会实践团队研究制作出两张地铁站内部的触觉地图，方便盲人

了解地铁站内情况，独自出行。“ 盲人朋友们的生活也要丰富多彩，他们需要走出家门，与社会接触。”
团队负责人王子秋说道。据悉，此项目也获得由团市委主办的第六届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大
赛的特等奖。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针对触觉地图的推广，小组成员

也想了三种方案，比如可以让全盲者

人手一套活页上海市各地铁站触摸

地图，但初步统计一套地图会超过

200张，“ 这一方案成本较高，也不利

于携带。”王子秋分析说，他们比较推

荐第二种方案，既在地铁每个入口的

右侧墙壁上或是服务站的墙上装上

铜质或塑料质的本站触觉地图。

下一步，团队还想继续触觉地图

的设计，“ 比如10号线邮电新村站附

近有个盲人公司，这一站的触觉地图

必须要设计，还有人民广场站等换乘

大站也在我们考虑范围中。在盲人朋

友不断体验中，我们也会对地图做相

应的调整。”王子秋说道。

作为城市规划专业的学生，成员

陈强更是表示，城市盲道建设上的不

足也让他们去思考更好的解决方案，

“ 我们会思考怎么样的城市道路设计

更便民，尤其是有特殊需要的群体。”

复旦研发新型空气净化器 又小又便宜

今后每个地铁站都能有触觉地图

▲盲道用间断的虚线表示，闸机口用
两条横杠表示，并在当中用斜线表示进出
方向。
!地图设计完成后需要在热敏机上加

热。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