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庆祝我国推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纪念郑和下西洋610周年，5月15日，中国航海博物馆推出“碧海逐梦——新入藏精
品展”。此次展览共有190件展品组成，涵盖了大型船模、航海仪器、航海名人遗物、航运企业老档案、航海老照片等，具有丰富的历史价
值和观赏性。展览为期3个月，将持续至8月15日。图为部队官兵参观展出的航空母舰模型。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影报道

E-mail:guohao@pdtimes.com.cn 责任编辑/郭皓 美编/黄辰毅 2015.5.18

PUDONG 浦东

7

摩登百年·精彩“瓶”现
可口可乐成功举办创意“家”弧形瓶设计大赛

你知道吗？可口可乐弧形瓶诞生

100 周年了！为了庆祝弧形瓶百岁生

日，可口可乐将在2015年开展各种丰富

多彩的活动，以纪念弧形瓶的摩登百

年！作为世界范围内庆祝活动的重要

组成，近日,可口可乐公司成功举办了创

意“家”弧形瓶设计大赛，在可口可乐系

统内召集有创意、有才华的员工或员工

家属用独特的视角，艺术诠释这一具有

当代流行文化象征意义的弧形瓶形象，

向经典致敬！

诞生于 1915年的可口可乐弧形瓶

可以说是举世闻名的“瓶子”，也是世界

包装设计史上的永久经典。它独树一

帜的弧线设计，使可口可乐在黑暗中仅

凭触觉即能辨认，甚至打碎在地也能凭

碎片一眼识别，为可口可乐成为家喻户

晓的全球品牌立下汗马功劳，百年间更

是大卖 3000亿瓶。经过一个世纪的更

迭，可口可乐弧形瓶与文化艺术不断交

融，其独特的身形出现在各个时期的著

名电影、设计、美术作品中，并被定格于

诸多精彩的历史瞬间，成为当代流行文

化的象征，为世人所熟知。

可口可乐创意“家”弧形瓶设计大

赛从4月8日至5月8日，陆续进行作品

征集、微信投票、现场投票及专业评

审。大赛征集的设计作品主要是平面

设计类，要求参赛者以可口可乐弧形瓶

为创作元素，以平面设计的方式呈现弧

形瓶的艺术魅力，展示自己独一无二的

艺术灵感和创造力。

最终共有来自可口可乐员工及员

工家属的 27 幅作品入围，作者有成年

人也有小朋友，有专业设计师也有业

余爱好者，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想象力

表达了对生活、对可口可乐弧形瓶的

热爱！

此次大赛冠军还将有机会参加于9
月初在上海举办的“可口可乐弧形瓶艺

术之旅：启迪流行文化100年”全球巡回

艺术展。
中国梦,彩色的梦

浦东新区2015年第一季度
生产安全事故通报(摘录)

2015 年第一季度，浦东新区地域

内共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 10 起，死

亡 10 人，事故发生起数和死亡人数同

比 2014 年事故 13 起，死亡 13 人下降

23.1%。其中建筑施工工地发生事故 2
起，死亡 2 人，占死亡事故总数的 20%，

同比下降 60%；工贸企业事故 6 起，死

亡 6 人，占死亡事故总数的 60%，同比

持平；其他事故 2 起（死亡 2 人），占死

亡事故总数的 20%，同比持平。未发

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区安监局）

■见习记者 徐阳 浦东报道

经费申请太多，镇长忙得看不过来

怎么办？“上头”下了文件，下面实际执行

起来遇到难题又怎么办？今年年初，大

团镇针对工作上的“阻塞”状况，提出了

“微制度”工作方法。哪里出了问题，镇

党委、镇政府对症下药制定一系列“微制

度”。大团镇信息办主任刘志国比喻，政

府就如同一件大机器，任何一块部件生

锈或阻塞了，都将影响整体运作，而大团

的“微制度”是润滑油，“滴两滴，就能助

推大机器持续平滑运作”。

微制度“小身材有大味道”

微制度有多“微”？譬如，中央出台了

“八项规定”，落实到基层工作中，为了从

制度上消除漏洞，就得针对细节，制定相

应明确的制度规定。大团镇制定了“三个

主义”制度：一是“盒饭”主义，严格遵守公

务接待制度，公务活动用餐一般都使用盒

饭，避免铺张浪费的同时，也能够为落实

工作腾出时间；二是“茶水”主义，接待不

碰酒，以一杯清茶代替；三是无“礼”主义，

即不收送礼品，包括礼金礼券及土特产。

“你说明白了，大家遵照做起来就有谱有

数，倡廉工作收效就十分明显。”刘志国透

露，今年1月和2月，大团镇公务接待费用

同比下降72.6%。

“相比起宏观制度，微制度在处理基

层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时有先天优势。”有

行政管理专家认为，在具体实践中，一个

宏观的、系统化的制度，往往论证的时间

较长、花费的精力过多、制定的流程繁

琐，而执行落实的力度不够、成效不显。

相比之下，“微制度”可以说是“小身材有

大味道”，制度小，操作性却强，在更大程

度降低成本、更少投入时间的基础上，却

能收获更有效的执行力。

目前，大团已建立 3类、6个方面的

“微制度”，主要涉及财务管理、干部队伍

建设、廉政教育以及信访接待等方面。

微制度就是从“微”字着眼，从发现问题

入手，勇于探索建立一系列“微制度”、

“微举措”、“微点子”等，有的放矢，哪个

环节薄弱就重点加强哪个环节，哪个方

面容易出问题、出偏差，就对其加以重点

改进和完善。

“微制度要跟着问题走”

“工作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工作就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往前推进

的。”大团镇镇长温映瑞认为，遇到问题

并不可怕，大团镇党委、政府始终重视

“问题”导向，把解决“问题”作为改进工

作的牛鼻子。

温映瑞透露，大团镇财政较为困难，

每月向他申请资金支持的事非常多，如

何满足合理诉求是一大难题。为了解决

问题，镇政府结合“微制度”机制，建立了

“加强预算管理、解决资金难题”例会制

度。规定镇长牵头每月召开一次工作例

会，召集包括财政工作协管领导、财政所

所长、监察室主任、党政办主任等相关部

门负责人一起来开会，把包括经费严重

超支事项、合同到期催款事项、特殊需要

和安排用款事项、阶段性财经管理中共

性突出问题、可统筹安排使用的预算外

到账资金管理、财政资金使用管理审计

工作等 8个方面的经费难题“摊出来一

道解决”。

解决方式其实也简单：参加会议的

各部门负责人，共同对每项资金事项的

合理性进行逐一讨论，若认为合理，则

研究明确如何出资、怎样出资；若认为

不合理，则研究具体意见及沟通方法。

此外，例会研究的重要事项（议题）则提

交镇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大团镇政府

相关负责人表示：“‘微制度’通过对传

统习惯和做法的改变，帮助理顺了镇里

的财政难题。”

实际上，经过约半年的实践，大团镇政

府不少工作人员都认为，“微制度”的建立

主要侧重于工作方式方法上的点滴改善，

即在大的宏观制度框架或背景下，通过完

善或改进工作方式方法，积少成多、潜移默

化，从而更好地促进宏观制度的落实。

■本报记者 吴燕 浦东报道

在菜市场买鱼，可以了解这条鱼从哪儿

来；在路上开车，清楚了解哪里堵车、哪里发

生了交通事故；在单位加班，能启动家里的

智能电器……通过一种叫做“传感器”的装

置，智能生活就在眼前。5月15日，中科院院

士王曦做客上海科技馆，在上海科普大讲坛

上引领公众认识无处不在的传感器技术。

随着微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传感器

在无线技术、智能化及微型化方面都有长

足的进步，其应用范围也愈加广泛。同时，

随着智能化应用的更加普遍，近期备受瞩

目的智能手表、谷歌眼镜等，都进一步扩展

了传感器的应用范围。此外，智慧城市的

建设也需要大量的传感器来完成终端的信

息收集，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应用也离不开

它。王曦透露，当下上海正加紧第二轮智

慧城市建设，传感器技术的大量运用将是

未来趋势。例如，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正努力推动的智慧照明项目中，一种

名叫“普罗娜（PRONA）”的智慧路灯，将

会很快替代上海近100万盏传统路灯。这

种路灯结合了多种传感器，如通过监控摄

像头、交通流量的数据采集器等实时监测

交通情况，通过手机等终端发布给驾驶员，

从而实现智慧交通。

王曦还表示，国内外传感器的芯片制造

技术均起步较晚，通过努力，上海在未来若

干年后有望成为全球传感器的制造中心。

■本报记者 吴燕 浦东报道

5月16日，2015年国际植物日上海系列

科普活动，在上海科技馆分馆——上海自然

博物馆拉开帷幕。观众通过观展、听讲座等

互动方式，一起了解植物的科学奥秘。

“国际植物日”中国系列科普活动，是

由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

在全国范围发起的大型科普活动，自 2012
年起已连续举办四年。

在科技馆分馆的B1未来之路展厅，植

物营养与健康科普展、芳香植物与药用植

物展、薯类植物展、濒危植物展以及实物

展区都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观看。通过

志愿者的讲解，大家对于植物营养、食品

安全、药用植物、濒危植物等有了一定了

解。而在分馆报告厅，主题为“城市中的

自然”的科普大讲坛正式开讲。上半场，

中科院陈晓亚院士深入浅出讲述了植物

与人类、植物与环境、植物与能源、植物与

文化等方面的关系；下半场，上海科技馆

原副馆长金杏宝研究员，娓娓讲述了江湾

湿地的发展变迁。

当天，6 名中小学生还作为上海获奖

学生的代表，接受了国际植物日中小学生

征文大赛的颁奖。今年 2月至 4月，以“亲

近植物，关注健康”为主题的国际植物日

中小学生征文大赛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参

与人数超过两万人。经过初评及复评，共

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共110名。

大团镇重视“问题”导向 抓住重点整改

“微制度”助推政府工作平滑运作

航海博物馆展出新入藏精品

中科院院士做客上海科普大讲坛揭秘传感器

智慧路灯将取代上海百万盏传统路灯

2015年国际植物日科普活动启动

呼吁人们关注植物的科学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