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年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的数据，今年 1 月

至 8月，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4.2万个。分地区

看，江苏、吉林、青海、上海、重庆、江西等 6个地区开工率

超过 90%。2024 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为 5.4万个。

房子和人一样，也会变老，新建的小区过些年也会被

打上“次新”的标签，最后也终有变得老旧的那一天。我

国是世界上既有房屋最多、房屋建成年代最集中的国家，

截至 2022年底，我国既有房屋中建成年份超过 30年的接

近 20%，并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增加。很多老旧小区的

房子在建设时标准较低，也缺乏维护。

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次改造，的确能够解决很多老旧

小区面临的较为紧迫的问题，比如升级和改造建筑物的供

水、供电、弱电、供热、消防、安防、通信设施等，以及完善小

区及周边的配套设施，提升公共服务设施的智能化水平。

不过，这一次的改造成果如何维护好？在未来，小区产生

的新的老化问题如何处理？现在尚未需要改造的小区，未

来老化后如何应对？这就需要有相应的长效机制。

建设长效机制，需要有相应的资金保障体系。这就需

要健全城镇老旧小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归集、使用、续筹

机制，拓展多元化的改造资金筹措渠道，完善资金和项目

的监管和评价机制，促进小区改造后维护更新进入良性轨

道。而这一过程中，资金的调用和项目的执行，都需要有

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并最终形成较为完善的规范标准。

小区居民是长效机制的重要参与者，如何引导小区

居民参与小区长期的维护过程，并健全相关的议事规则

和管理规约，促使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社区服务更加精

细，值得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本报记者 张翀 本报通讯员 程哲

本报实习生 汪颀伟

23 岁的武汉小伙张亚鹏，是职业教育国

家在线精品课程配套教材《中式菜肴制作》最

年轻的参编者。1 年前，他入职黄冈职业技

术学院，成为一位实训教师。手握 10 余项

省、市级烹饪类奖项，还获得“湖北省技术能

手”称号，张亚鹏在很多人眼中已算得上成

功。

7 年前，16 岁的张亚鹏站在人生的十字

路口，他选择了职业教育。尽管这个选择当

初并不被身边人看好，但张亚鹏用自己的成

绩证明这条路一样可以出彩。

好吃的菜会给人满足感

2017 年夏天，中考成绩揭晓，张亚鹏比

武汉市一般公办普高录取资格线高 10分，但

他决定到武汉市第一商业学校学习中餐烹

饪。面对未来，他有自己的考量：“我从小的

愿望就是当厨师，我当时了解过，读中职也能

高考，这段时间也能学一门技术，步入社会也

会有基础。”

尽管爸爸和哥哥都是厨师，家里还经营

着一个小餐馆，但和很多家长一样，张亚鹏的

家人希望他读普高、考大学，但他依然坚定自

己的选择。和家人反复沟通后，家人最终决

定尊重他的选择，张亚鹏踏出了迈向理想职

业的第一步。

从一开始只是对烹饪感兴趣，到后来参

加比赛取得不错的成绩，他当厨师的想法也

更加坚定。

一切的起点都出自热爱，即使周围人并

不理解，张亚鹏仍然坚持下来，“吃到好吃的

菜会给人一种满足感，我也想做出好吃的菜

请人品尝。看到大家吃到美食幸福的样子，

本身也能给我成就感。”

正式开始学习烹饪，张亚鹏才更加理解

家人当初的阻拦。练习基本功的头几个月，

为了熟悉刀法，张亚鹏手上的伤总是旧伤未

好又添新伤，但因为喜欢，他也并不觉得有多

苦，闲下来的时候也会练习。

长见识，学技术，打开眼界

2019 年底，通过层层选拔，张亚鹏成为

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湖北省候选队员之

一。遗憾的是，这次张亚鹏并未能上场，“但

通过集训，我学到了很多，也积累了经验，我

想着以后还有机会参加这个比赛”。

中职毕业后，张亚鹏到黄冈职业技术学

院读了大专。和曾经预想的一样，他再次参

加了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这一次，他如愿通

过了国家队选拔，成为湖北唯一一位参加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队集训的选手。

国家队的训练更辛苦。参加集训的 12

位选手都是各省第一。从 4 月到 12 月，春去

冬来，8 个月里张亚鹏每天 6 点就起床，一直

练习到晚上 10点左右。虽然止步国家队“10

进 5”的选拔，张亚鹏仍然觉得很值得。

“把训练当成学习的机会，尽可能提升能

力。”张亚鹏抱着学习的心态和全国的烹饪高

手切磋交流，“如果有机会能留到最后当然最

好，如果没有机会也抱着平常心，尽全力拿出

最好的状态。”

“长见识，学技术，打开眼界”是张亚鹏反

复提到的几个词。在他看来，能力提升比比

赛结果更重要。

职业技能训练往往是阶梯式培养，“尽可

能让自己跟全国最优秀的选手实力持平”是

张亚鹏对自己参加比赛的期待之一。“我的技

术达到跟全国最优秀选手一样的水平，然后

我再培养下一届选手，他们就能达到我这个

水平甚至超过我，在比赛中走得更远。”张亚

鹏说。

烹饪不只是技术，还是艺术

传承，似乎是浮现在张亚鹏职业发展中

的一条暗线。大专毕业以后，张亚鹏在武汉

一家酒店工作了两个月。对他来说，这份工

作比集训的时候轻松得多，一个月能拿到六

七千元。按他的专业水平，一年后如果升到

副厨，每月工资就有 1万多元。

但张亚鹏没有留下来做厨师，而是因获

得“湖北省技术能手”荣誉称号，被特招入职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成为高级烹饪实训指导

教师。尽管和当初“当厨师”的职业设想不太

一样，但他并不遗憾，“给学生上课，带他们出

去打比赛，看到他们比我做得更好，我也很有

成就感”。成为教师的张亚鹏并未离开自己

喜欢的烹饪。

中餐烹饪专业的张亚鹏参加世界技能大

赛“糖艺西点”赛项，还取得全国第 9的成绩，

一路挺进国家队，这背后离不开张亚鹏的师

傅常福曾。尽管父亲、哥哥都是厨师，但张亚

鹏坦言，在烹饪上受师傅的影响更大。

常福曾是张亚鹏曾就读的武汉市第一商

业学校餐旅专业部主任，湖北省非遗传承人，

也是世界技能大赛中国糖艺西点集训队的教

练员。

“为人要正直，要做一个有文化的厨师。”

张亚鹏将师傅的教导牢牢记在心上，“现在很

多人说，烹饪不只是技术，还是艺术。把菜做

得赏心悦目，融入背景文化，这都会让菜品的

内涵更丰富。”

今年 3 月，张亚鹏参与编撰的职业教育

国家在线精品课程配套教材《中式菜肴制作》

面世，他也是最年轻的参编者。如今，张亚鹏

正准备将湖北现存资料较少的凉菜，结合自

己的心得、从企业调研的资料和大师交流，做

一份总结汇编。

最近，张亚鹏也做好了规划，下半年去企

业调研了解市场需求，加强技能的同时也调

整教学方向。未来，张亚鹏还准备继续深造，

“烹饪是一门技术活，熟能生巧。想要提高技

能水平，就需要不断实践，不断雕琢改进自己

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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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有文化的“厨师”，人生一样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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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越

9月的拉萨，日光明亮，生机盎然。

行走在日光之城，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绿色动能逐渐显

现。推门看得见绿、散步走得近绿、休憩摸

得着绿，老百姓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生态福

祉。一幅壮美的生态新画卷，在雪域高原铺

展开来。

“扎西”“央宗”又回来了

“生态环境变好了，我们的巡护队员惊喜

地发现，那对黑颈鹤这两年又回来了。”拉萨

市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拉

姆次仁语气中难掩兴奋。

日前，记者走进雪域高原西藏，来到拉萨

市拉鲁湿地。在这里，拉姆次仁讲述了这对

黑颈鹤的故事。由于发现它们的两名巡护队

员名叫扎西和央宗，大家便亲切地把这对黑

颈鹤也唤作“扎西”“央宗”。

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目前世界

上海拔最高、国内面积最大的城市内陆天然湿

地，为黑颈鹤、胡兀鹫等珍稀濒危物种提供了

栖息之地，同时也是西藏特有物种的家园，拥

有丰富的生物群落和多样的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在维持拉萨市城市生态平衡、保持生物多

样性、调蓄洪水、防风固沙、保障人居等方面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被誉为“拉萨之肺”。

走在 1.28 公里的观光步道上，沿途风景

如画，水域广袤、植被繁茂。不远处，水鸟在

水面悠然自得，引来不少游客驻足拍照。

“根据 2023 年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拉鲁

湿地保护区共记录鸟类 167 种，国家重点保

护动物有 40种，湿地越冬的候鸟明显增多。”

拉姆次仁说。

拉姆次仁一边介绍，一边不时拿出手机，

给记者展示这几年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为小学生们进行动植物

科普的照片和视频。“就在 8月 15日全国生态

日当天，我们组织了 30名拉萨市拉鲁小学的

三年级学生开展生态科普研学活动。通过这

些活动，让孩子们更加了解湿地、热爱湿地。”

她说。

“绿色哈达”的接力

在雄伟的布达拉宫正南面，一座绿意盎

然的高山与其隔水相望，山顶“祖国万岁”四

个大字熠熠生辉。在山下的“布宫镜湖”拍摄

布达拉宫倒影，登顶赏拉萨全景，成为来此游

客必打卡的项目。

这里是拉萨南山公园，是拉萨市打造的

一座集休闲、娱乐、健身、旅游于一体的生态

园林、森林公园。公园总面积约 3457.3亩，造

林绿化总面积约 1600亩。走在公园里，各类

花卉赏心悦目，油松、樟子松、侧柏、山杏等树

木错落有致，放眼望去，满眼皆绿。游客行人

在这里或拍照打卡，或悠闲散步。小桥下，流

水潺潺，水面荷叶田田，随着微风轻轻摇曳。

南山公园是实施拉萨南北山造林绿化工

程的成果之一，该工程也是西藏首个河谷地

区规模化生态建设和修复的代表性工程。不

过，如今绿树成荫的公园，在 10 多年前还只

是一片荒山。

变化始于 2012 年，高海拔植树造林试点

率先在南山启动；2018 年，与南山相望的北

山也开始绿化行动。

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完全建成后，相

当于多了 600 个南山公园。2021 年至 2025
年，预计“五年增绿山川”，2026 年至 2030
年，计划“十年绿满拉萨”，“绿色哈达”的接

力正在展开。

栽什么树怎么栽有讲究

南山公园海拔约4000米，在高寒缺氧缺水

的自然环境里，让荒山秃岭变绿色氧吧，难不

难？“绝非易事。”拉萨市林业和草原局二级调研

员李宝平道出其中艰辛，“过去，山上都是石头，

树坑是电钻钻出来的，客土、树苗都靠人背马

驮。为保证成活率，我们修建了水泵站，后期

管护更是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用心用情。”

在高原栽什么树、怎么栽，都有讲究。

“我们注重因地制宜，尊重自然规律，选

用适宜南北山生长的树种 50 余种。”李宝平

一一介绍，海拔 3900 米以下以乔木为主，主

要栽植巨柏、油松、光核桃、白榆等树种；海拔

3900米至 4100米以灌木为主，主要栽植江孜

沙棘、醉鱼草、绢毛蔷薇、栒子等树种；海拔

4100米以上区域以自然修复为主。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自启动南

山造林绿化工程以来，截至目前，该工程已完

成造林面积 57 万余亩，栽植苗木 8600 余万

株。如今的南山公园已经成为“网红打卡

地”，每年吸引着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游玩，节

假日客流量可达 1万到 3万人次。

沈白高铁开始全线铺轨
本报讯（记者刘静）9 月 14 日，随着第一根钢轨缓缓铺

设，沈白高铁全线首铺仪式正式开始，连接沈阳至白河的客运

主通道正式进入了铺设阶段。

沈白高铁正线全长 430.1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里，位于

辽宁省东部和吉林省东南部，是一条连接辽宁省沈阳市与吉

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的高速铁路。本次由中铁十五

局承担的铺设任务，包括沈白高铁吉林段 412公里正线铺轨、

单元焊、无缝线路应力放散及锁定、线路预打磨，同时负责通

化西站、白山东站、湾沟北站、松江河站 4 个车站共计 14.1 公

里的到发线轨枕布设、铺（焊）轨、无缝线路放散及锁定以及

72组车站道岔焊接施工任务。

沈白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牡佳、牡白、哈佳、哈牡、哈大、

长吉等铁路共同形成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省内快速客运铁路

环线，进一步构建东北东部铁路快速通道，完善东北区域快速

客运网络布局。

江西高安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本报讯（记者赵昂 通讯员谌哲）近日，江西省高安市在

构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方面取得进展。根据人口、面积和医

疗资源分布情况，该市科学规划并组建了以市人民医院、中医

院、妇保院为牵头医院的 3个县域医共体，覆盖全市 23家乡镇

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通过帮扶、巡诊、培训等手段，高安市优质医疗资源得到

有效下沉，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同时，智慧医疗信息

系统的建设促进了数据互通共享和业务协同，互联网诊疗、远

程会诊等现代医疗服务模式在基层得到广泛应用。

据悉，该市还在各级医疗机构设置了老年医学科，为老年

人提供全方位的医疗保障。同时，通过落实高危孕产妇专案

管理、开展婚前医学检查等措施，做优了妇幼健康服务。此

外，该市还积极推进儿童保健科标准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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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海鲟”轮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本报讯（记者裴龙翔）全球最大、国内首艘采用 LNG 双

燃料动力的耙吸式挖泥船“新海鲟”轮交船仪式日前在振华启

东海工顺利举行。该轮船舶性能、环保指标、技术水平均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

据悉，“新海鲟”轮由中交上航局投资、中交疏浚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总包、中国船舶集团第七〇八研究所设计、上海振华

重工承建。“新海鲟”轮顺利交付开启了我国 LNG清洁能源在

挖泥船上应用的序幕，标志着我国疏浚业在绿色、环保和节能

等技术应用方面走在了世界前沿。“新海鲟”轮不仅配置了自

动寻迹、疏浚控制、全船功率管理等常规耙吸式挖泥船信息

化系统，还安装了国内最先进、智能化程度最高的“一键疏

浚”和“浚驾合一”系统，将首次在国内实现典型工况条件下

的“无人疏浚”功能。船舶建成后，不仅可实现在大型“挖、

抛、吹”一体化基建工程中的高效施工，也可在港口、航道、港

池等重要战略基础设施的抢修、抢建工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助力城市可持续发展

9 月 19 日拍摄的山东启迪济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外
景。近年来，山东省济南市在全市范围内按照“东西南北中”
分布格局建成5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处理垃圾超8000
吨，年焚烧发电约8.5亿度，助力城市可持续发展。

新华社记者 朱峥 摄

在梧州市长洲区龙平小学，学生们在阳光大课间进行武术练习（9月19日摄）。
近年来，广西梧州市长洲区在校园中积极开展民族体育推广与传承活动，将大象拔河、

竹竿舞、打陀螺等传统体育项目引进课堂，让学生在享受民族体育项目竞技快乐的同时，接
受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本报讯（记者王群）工业和信息化部 9月

19日公布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征求意

见稿）》，我国电动自行车强制性“国标”再次迎

来修订。

我国是全球电动自行车生产、消费大国，截

至2023年底，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超3.5
亿辆。经过多年的发展，电动自行车已逐渐成

为我国消费者日常短途出行的重要基础性交通

工具。但是，随着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电动自行

车行业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例如，近年来电动自行车多次引发火灾事

故，甚至造成人员伤亡，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带来威胁，据国家消防救援局通报，电动自行

车引发的火灾 2021年是 1.8万起，2023年就迅

速增加到2.5万起，年均增长约20%。

另外，由于不少车辆存在违规篡改的情况，

导致其最高车速、蓄电池电压、电动机功率等技

术指标超出了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规定，成

为交通安全事故的重要诱因。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在国

务院部署的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

动中，健全质量安全标准体系是一项重点任务，

希望通过对《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的修订，

提升电动自行车产品本质安全水平，促进行业的

规范化发展，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了解到，本次修订过程中，修订专家组

认真整理并系统分析了近几年电动自行车引发

的各类火灾事故及交通事故统计数据，广泛收

集人民群众对产品技术指标和功能参数的意见

建议，结合今后一个时期电动自行车在我国交

通体系中的定位和产品发展演化方向，在广泛

的市场调研和科学严谨的试验验证基础上，对

现行标准进行修订。新标准实施后电动自行车

生产成本将基本保持稳定，终端市场价格不会

出现明显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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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要注重长效机制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