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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烁 浦东报道

从海军医学研究所的实验师，

到浦东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

主管技师，数十年的时间，汤琰一

直在安安静静地做实验。

“我是个喜欢安静的人，也喜

欢单纯的环境，所以从部队转业

分配时，我选择了到新区疾控中

心。”汤琰说，虽然在大部分人的

眼里，去检察院、法院等单位做公

务员是更好的选择，但对了解自

己内心的汤琰来说，适合自己的

才是最好的。

在疾控中心的10多年，汤琰成

为了一名优秀的实验室技术骨干，

不论是面临重大舆情或突发事件

时，还是在日常的工作中，她都以

踏实、严谨、刻苦、坚韧的军人优良

传统和作风要求自己，在另一个没

有硝烟的战场上，表现优异，贡献

突出。

汤琰所在的微生物实验室，是

新区食品、环境卫生、传染病控制

等检测技术的支撑部门，尤其在应

急检测方面，为政府对重大疫情快

速准确决策提供了技术支持。

2009年，甲流疫情爆发，接连三个

月的疫情防控，让新区疾控中心的

工作人员开启了连轴转模式，汤琰

也不例外，与科室年轻同事一起主

动要求参加24小时的值班。

“那时候发热病人的样本一拨

拨送来，从凌晨至夜里 2点甚至 3
点，不管什么时候送到，我们都要

立刻进行检测，而且为了确保结果

没有误差，全部采用手工操作。有

时候感觉坚持不住了，就用冷水洗

把脸。”虽然已过去几年，汤琰对当

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整个甲流

防控期间，她和同事们完成了2000
多份样本检测。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召开，为

世博做好检测保障工作又成了新

区疾控中心的当务之急。大量的

培训、检测技能的操练……一项

项工作让汤琰和同事应接不暇。

作为科室技术骨干，汤琰用自己

的行动鼓励着团队里的每一个

人，大家齐心协力，圆满完成了世

博保障、疫情检测等工作。她所

在的微生物实验室被上海市人

民政府授予了“模范集体”的荣

誉称号。

作为微生物检验科的主管

技师，在应对重大事件之外，汤

琰平时主要从事病毒血清学的

检测工作，包括人类免疫缺陷病

毒（HIV）、乙肝及丙肝病毒等，同

时开展 HIV-1 基因亚型及耐药

性研究。“现有的艾滋病检测中，

初筛实验经常出现假阳性的情

况，而进一步的确证实验除了阳

性和阴性结果，还出现了一种不

确定结果。”汤琰说。为了尽量减

少不确定结果的出现，她经常加

班加点，对近年来艾滋病毒的所

有实验进行比对分析、研究总结，

还进行一些延伸实验。“一般来

说，检测人员只对样本负责，但我

的理念是对样本和病人都要负

责。”汤琰说。

近 5年来，汤琰在核心杂志上

发表了 10来篇论文。凭借踏实肯

干和优异的表现，汤琰在2009年至

2011年被列为浦东新区疾控中心

业务骨干培养对象。 2006 年至

2008年，工作之余，她还完成了上

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MPA所

有课程的学习。 2012 年至 2014
年，她又完成了“上海市浦东新区

MSM人群HIV-1型分子流行病学

的研究”课题研究。

■本报记者 孙竹芗 浦东报道

昨日，“一带一路·行走的非遗”中国传统文化创新发展

与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论坛举办，业界专家针对上海绒绣发展

进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广泛借鉴国际国内成功经验，分

别从历史、文化、经济、法律等不同角度进行剖析，共同探讨

了传统文化传承保护创新的问题。

论坛由上海市非遗保护中心、设计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主办，上海东岸绒绣艺术研究中心与合作单位共同承办，被

视为“2016上海设计周”的压轴大戏。

作为论坛切入点，高桥绒绣引发了热烈讨论。绒绣发源

于意大利，从当时欧洲皇室用品，传到中国发展成为百姓家

庭手工艺制品，再到后来成为画框中的艺术品，这正是“一带

一路”将中西方文化跨界融合的实证。而如今在工业化进程

中，这项技艺正面临后继乏人的尴尬境地，已成为了一项国

家级非遗项目。绒绣所经历的这个历程，正是当今非遗的一

个缩影。

论坛现场，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副会长、上海工艺美术行

业协会会长沈国臣与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委员会委员陶鑫良

致辞。高桥镇党委书记苏锦山代表地方政府，阐述了上海绒

绣在产业化过程中所作的努力与尝试；凤凰卫视评论员、印

度新德里金砖研究所所长高兴作了“关于‘一带一路’上的传

统文化及文化遗产发展与保护”的主题发言；上海市律师协

会文化传媒业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董月英与大家分享了关

于丝绸之路上的文化输出及知识产权保护内容。

在圆桌讨论环节，上海市非遗保护中心主任高春明、

上海市律师协会知识产权委员会主任刘峰、法国文化大使

朱力安及德国汉堡应用技术大学品牌学院教授倪海郡等

嘉宾，共同围绕“如何形成以‘一带一路’为主线的非遗传

承，传统文化创新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这一主题进行研

讨互动。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区规土局日前公布了《上海市浦东新

区沔青村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规划》（草

案），酝酿了一年多的规划终于揭开神秘

面纱。这个位于康桥镇的小村落看似不

起眼，其实它已于2013年被国家住建部列

入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沔青村位于浦东城市外环线南侧、康

桥镇最东部，东与张江镇新丰村、川沙新

镇旗杆村交界，南与人南村为邻，西、北与

人西村毗邻。沔青村隶属的横沔集镇（现

康桥镇一部分）历史渊源深厚，早在唐代

就已逐渐成陆，清光绪年间《南汇县志》就

有横沔集镇的记载。

沔青村四面环水，水网密集，并由6座

桥与周边陆地相连，类似于龟的四肢和头

尾，形成独具特色的“龟城”格局。现在的

沔青村内保存的传统建筑数量较多，主要

建造于清末民初时期，虽然上世纪80年代

后建造的建筑也很多，但大多分布于横沔

老街区的外围，因此建筑主导“晚清民国

建筑风貌”，彰显着沔青的悠久历史和深

厚的人文底蕴。

根据规划，沔青村这座拥有深厚历史

积淀的“龟城”将焕发新的生机。据了解，

其规划的保护宗旨为：提升人居环境，提

升发展能力，让传统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

传承，打造村庄品牌。具体涉及了人工、

自然、人文要素的保护，其中人工要素中

的保护建筑、特色构筑物将严格保护、定

期维护；自然要素着重进行环境卫生的日

常管理；人文要素的管理侧重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以人工要素为例，沔青村可谓一座历

史文化的“宝库”。

空间格局方面，“龟城”格局是横沔

古镇最具特色的历史格局，村内现有的

翊园（又名陈家花园）为区级文物保护单

位，还有凤家厅、华氏宅第、宁远桥、翊园

桥和第一桥共 5 处文物点；规划地块共

有 11 处重要历史建筑；重要建筑遗址包

括施王庙遗址，施王庙又称施相公庙，初

建于明代。

此外，沔青村里的古树名木就有 26
棵，有数十个品种，其中不少是难得一见

的珍贵品种，如百年雪松、百年凌霄、百年

龙槐、百年枸骨、百年桂花等。除了这些，

沔青村的历史人物、民俗节庆、地方曲艺、

老字号、传说掌故等人文要素也很丰富。

仅地方曲艺就涵盖江南丝竹、浦东琵琶、

江南花鼓戏与沪剧、浦东说书、皮影戏、锣

鼓书、宣卷、舞龙、打莲湘等，不胜枚举。

此次规划明确了沔青村的保护等级

和范围，即传统村落保护范围占地面积约

16.87公顷，占村域面积的10%。风貌保护

区范围以外的部分，作为风貌协调区，根

据不同功能区域提出不同的保护策略和

要求。

在传统村落保护范围内，规划还进一

步优化了核心保护区与建设控制区的保

护范围。其中，核心保护范围包括保护建

筑、保留历史建筑和一般历史建筑较为集

中，空间格局保存完好，风貌特征明显，需

要严格控制的区域，范围为 7.28公顷；核

心保护范围以外的区域为建设控制范围，

面积为 9.58公顷。而随着规划的落地，沔

青村这座浦东原住民文化与生活记忆的

活化石将焕发新的生命。

人物简介：
汤琰，女，1969年出生，中

共党员。1987年入伍，转业前
为海军医学研究所文职干部，从
事实验室研究和实验工作。
2003年专业至浦东新区疾控中
心，成为技术骨干，现任主管技
师。

酝酿一年之久 谋划小村落发展

浦东沔青村传统村落保护规划出炉

高桥绒绣：
打造“行走的非遗”

做一名疾控检测的“冲锋战士”
——记浦东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管技师汤琰

浦东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上接1版）目标是到2017年底，基本建立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的制度框架，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创新经验；

到“十三五”期末，基本建成与经济发展新常态相适应、与国

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重点任务包括：一、探索开放型经济运行管理新模式。

二、探索形成自贸试验区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协同联动的

科技创新服务新机制。三、探索推进国际投资合作新方式。

四、探索建立质量效益导向型外贸促进新体系。五、探索金融

服务开放型经济新举措。六、探索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改革措施包括：一、以自贸试验区理念改造一级地方政

府，探索开放型经济运行管理新模式。二、以创新要素高效

配置为方向，探索形成自贸试验区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协

同联动的科技创新服务新机制。三、以完善投资管理制度为

核心推进投资便利化，探索国际投资合作新方式。四、以贸

易便利化为重点，推动贸易监管模式创新，探索外贸促进新

体系。五、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重点，探索金融服务开放

型经济新举措。六、以多领域广范围合作交流为重点，探索

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浦东新区试点的
重点任务和改革措施

■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近日，浦东新区成功蝉联全国双

拥模范城“四连冠”、上海市双拥模范

区“五连冠”，在新的起点上，新区谋

篇布局和推进落实 2016-2018年新

一轮双拥模范城创建，努力推进双拥

创建工作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双向促

进、共同提高，确保浦东双拥工作始

终走在全市前列。

今年以来，通过实地调研走访和

多 方 征 求 意 见 ，新 区 起 草 了

《2016-2018年浦东新区新一轮双拥

模范城创建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规划》明确了浦东新一轮双拥

创建的总目标：确保蝉联全国双拥模

范城“五连冠”和上海市双拥模范区

“六连冠”，并积极争创上海市“军民

融合深度发展示范城区”。同时，《规

划》围绕组织领导坚强有力、宣传教

育广泛深入、军民融合有效推进、拥

军工作扎实有效、拥政爱民成果显

著、政策法规落到实处等 7个方面，

提出了29项具体任务。为确保职责

明晰、任务落地，新区将进一步强化

双拥工作的目标管理责任制。

目前，新区正在修订完善双拥

成员单位、驻区部队、街镇的双拥职

责，制定推进实施新一轮双拥模范

城创建的责任清单等配套措施，突

出目标导向，引领新一轮双拥模范

城创建。

据介绍，新区将拿出更高的标

准，更实的举措，不断丰富双拥工作

内涵、机制和载体，更好惠及部队官

兵和地方发展。新区要求坚持问题

导向，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

题。当前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拓宽军

人“后路”、巩固军人“后院”、扶持军

人“后代”。

在新一轮创建工作中，新区将以

积极主动的态度和行之有效的工作

举措对三个“后”问题加以支持和帮

助。一方面，要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深

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期间退役军人的

各项安置政策，妥善安置好部队转

业、复员、退休干部和退役士兵、伤病

残退役军人、无军籍职工等。另一方

面，要结合开展双拥创建、“双拥在基

层”、社会化拥军等活动，发动社会力

量积极为家庭困难官兵排忧解难，把

党和政府及地方人民的关爱送到军

人及军属心坎上，鼓舞和激励官兵积

极投身改革强军实践。

同时，新区还要求，运用双拥的

特有优势，凝聚军民共识、汇聚军地

合力，高效推进和服务军民融合深度

发展国家战略，实现“富区”和“强军”

的统一，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地方

经济社会的协调同步发展。

接下来，新区将以多样的活动形

式，加强国防教育和双拥宣传，支持

双拥理念进机关、进社区、进军营、进

学校、进企业，特别是要把宣传教育

活动的重心放到基层、落到社区，进

一步延伸拓展“军（警）营开放周”等

浦东特色双拥品牌和载体，推动军地

军民共建美丽浦东。

浦东推进新一轮双拥模范城创建
确保双拥工作始终走在全市前列

传统村落保护范围示意图。 □区规土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