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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漕·

小镇大事

5月 21 日，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张国荣带队前来华漕开展调研，
实地察看老蟠龙港、周泾港、严家湾
大池、新华小区，考察了苏州河（四
期）支流水环境综合整治、消除劣
五类水体工作情况及垃圾分类推进
情况。区人大城建环保工委、区水务
局、部分区人大代表参加调研，镇党
委书记琚汉铮参加座谈，镇人大主
席孙林、副镇长喻文熙陪同调研座
谈。
苏州河第四期整治工程（简称

苏四期），涉及调水引清、底泥疏
浚、打通断头浜、水生态修复、绿化
养护、截污纳管等整治项目。今年是
华漕镇打好碧水保卫战的关键之
年，华漕镇计划完成 9 项苏四期建
设任务，主要包括 13 个老旧小区、
34 条河道整治、2个雨水泵站提标
改造及 8 条段道路 5 公里市政雨
污水管道检测修复改造等任务，完
成后将对改善华漕镇水质消劣至关

重要。在老蟠龙港、周泾港，张国荣
一行听取了河道整治情况，察看了
整治成果。
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张国

荣对苏四期整治给予了肯定，并对
下阶段工作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
对标对表抓推进，一方面要对照市
层面下达的任务表，抓紧梳理任务
问题表；另一方面要对照标准进行
科学调整，按照苏四期治理标准，根
据实际情况，按照生态标准进行科
学治水的策略调整。二是问题导向
抓共建，雨污水改造的体量大、任务
重，通过本次调研梳理一张苏四期
和消除劣五类的问题清单，通过一
项一项对问题，一个一个抓落实。三
是打造品牌抓引领，华漕为引领，带
动整体水务发展，建设一张美丽的
水网，助推了闵行生态宜居现代化
新城区建设。在苏州河景观区域：采
取引入社会参与的机制，通过治、
建、管一体化方式打造美丽的景观

区域，要推动水、林、农、文、体的融
合发展。四是强化管理抓制度，巩固
提高河长制、考核制，针对目前管理
现状，进一步提升制度成效。
当前全区上下都在抓紧实施苏

四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然而苏
州河沿岸过多的泵站会减少和减缓
自然河道间的潮汐功能，尤其是内
河水系畅通功能。
琚汉铮表示，如何有序、持续、

健康地治理和管理仍值得深入研究
和再思考。他指出，华漕目前在正研
究通过生态林、涵养林打造沿河产
业，通过林下作业反哺水体管理、支
撑整体水系管理。
座谈会上，区水务局局长吉玉

萍从工程简介、项目内容、整治成效
三个方面介绍了闵行在推进苏四期
水环境综合整治情况，重点汇报了
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根据
现阶段问题提出下阶段工作计划。
喻文熙结合华漕实际进行补充

说明，并重点对管网满负荷运行、雨
污混接、农村雨水排放等七个方面
问题进行汇报，希望市、区层面统筹
协调周边水系情况，进一步优化调
整方案，全面提升河道水系水质水

平。
听取汇报后，代表们纷纷就视

察和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提问，
吉玉萍、喻文熙和镇水务站相关负
责人分别进行现场答复。

5月 23 日上午，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倪学斌带队前来华漕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
法》贯彻落实情况开展调研，区人
大科教文卫工委主任吴慧芳和上
海市民办教育研究所专家参加调
研。镇人大主席孙林，副镇长陈
健，镇人大副主席、总工会主席唐
彦令陪同调研。
据了解，华漕镇现有民办学

校（幼儿园）共计 4 所，在校学生
人数 2583 人，包括民办上海外国
语大学民办闵行外国语初级中学
（以下简称“上闵外”）1所，学生

429人；民办双语学校 2所（诺德
安达双语学校、美高双语学校），
学生 1989 人；民办摩根亨利幼儿
园 1所，学生 165人。

目前，民办学校学生数占在
校学生总数的 30%，其中，幼儿园
阶段民办在校生占比为 13%；小
学阶段民办在校生占比为 30%；
初中阶段民办学校在校生占比为
35%,；高中阶段民办学校在校生
占比为 29%。

在听取华漕镇民办教育发展
汇报后，倪学斌对华漕落实《民办
教育促进法》情况给予肯定，并指

出此次调研听到民办学校在办学
过程中的“真实呐喊”，区人大常
委会将把学校对推进《民办教育
促进法》中的意见建议带回去认
真研究，同时形成专题调研报告
送相关部门，共同助推民办教育
在闵行的科学、健康、可持续发
展。
会上，陈健从华漕镇民办教

育基本情况、主要做法，以及在贯
彻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汇报，重点
从加大对民办教育的政策扶持和
加强对民办学校的分类指导两方
面阐述了自己的建议。
来自上闵外、诺德安达双语

学校、美高双语学校和摩根亨利
幼儿园四所民办学校（幼儿园）
的校长代表，分别从办学的模式、
特色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国
际教育与国际交往等方面进行交
流，重点对特色办学机制支撑、民
办学校招生计划的自主性、检查
和绩效评估适用体系、教师的流
动性与法律适用进行讨论。
会后，倪学斌一行察看了上

闵外和诺德安达双语学校，实地
感受民办学校在华漕的发展情
况。

近日，上海市闵行武协华
漕代表队在 2019 年第三届
全球杨氏太极拳文化节暨第
三届海峡两岸太极拳文化交
流大会上获得了 13 金 5 银
的优秀成绩，让全世界太极爱
好者见证了太极华漕的实力
与风采。
本次交流大会在杨氏太

极拳发源地———河北省邯郸
市举行，吸引了中外 52 支队
伍近 1000 名高手参加。
尽管是第一次参加此次

大会，华漕代表队员在比赛过
程中依然凭借稳健的心态、扎
实的功底、出色的发挥，斩获
13 枚金牌和 5枚银牌，其中
吴兰英等若干位队员获得了
“大满贯”。

一门心思扑在太极上

参加此次大会的共有 7
名队员，不得不提其中的骨干
力量熊国庆。20年前退休，本
就有此爱好的他来到华漕镇
国际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加入
华漕社区太极学习班开始打
太极，自此全身心投入。20年
来，有人加入，有人离开，而熊
国庆始终都在太极学习队伍
中，并通过自己努力获得了太
极拳六段位的专业认可。
2015 年，“太极文化华

漕行”项目正式启动，对全镇
村居、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
开展太极拳普及，华漕镇太极
拳辅导员队伍适时组建，熊国
庆当仁不让，成了其中一员。
“当时是千挑万选，才选出了
一支辅导员队伍。”熊国庆
说，“成为辅导员后，责任更
加重大，更要时刻不停地学习
太极，提高自身太极水平。”
为提高太极水平，这支辅

导员队伍的一周排得满满当
当，“周一到周五，不是在给
别人授课教太极，就是自己做
学员向大师学习太极。”刚加
入辅导员队伍不久的吴兰英
告诉我们，常人眼里家中太太
干的“买汰烧”任务全部落在
了先生身上，就连能享受天伦
之乐的带娃都交给了亲家，
“一门心思都扑在太极上。”
不仅如此，辅导员每天早上 7
点自发组织练习太极，正是日
复一日的练习、提高、才能让

他们在各类太极比赛中斩获
好成绩。

把推广太极当作己任

既然是辅导员，那进村居
开展太极普及必不可少。这可
难坏了部分辅导员，“我们会
打，却不会教。”被吴兰英称
为“师姐”的张建霞回忆道，
刚进村居教学的那段时间，自
己别提有多紧张了，只会让学
员们跟着自己打。

慢慢地，张建霞找到点教
学的路子了，“我们在学习
时，会仔细听老师的解析步
骤，这样就可以运用到教学中
去了。”从只会打、不会教，到
又会打、又会教，华漕太极水
平也在逐年提高，这一点张建
霞在教学中就深刻感受到了，
“过去学员们只关心动作正
确与否，现在会问开胯怎么
开、手应该停在哪。”

看到学员们的进步，辅导
员的心里非常高兴。然而有
件事却让熊国庆总是挂在心
头———培养更多更好的辅导
员，让太极在华漕更普及，让
太极华漕再上一个台阶。因
此在工作中，熊国庆总会要
求年轻的辅导员尽量提升，
多多参加各类太极比赛、考
取专业的太极拳段位证书
等。有次严格的熊国庆曾因
吴兰英的畏赛情绪而说哭过
她，但正是他在关键时刻“推
一把”才让辅导员把推广太
极华漕当作己任。

据华漕镇国际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主任介绍，下半年华
漕镇将举行海上太极行、世界
武术论坛、世界武术嘉年华交
流赛等活动，让太极华漕的印
象更深入人心。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国荣调研苏州河四期整治工作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倪学斌调研华漕民办教育工作

本市调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华
漕
代
表
队
在
杨
氏
太
极
拳
发
源
地
邯
郸
斩
获

1
3

金

5

银

为进一步加大民生保障
力度，让困难群众共享改革
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经上海市政府同意，上海从
2019 年 4 月 1 日起调整提
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
社会救助标准。
1. 调整提高城乡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
上海城乡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从每人每月 1070
元调整提高到每人每月
1160 元，每人每月增加 90
元，增幅 8.41%。
上海城乡低保家庭的 16

周岁(含 16 周岁)以下未成年
人，从每人每月 1400 元调整
提高到每人每月 1510 元，增

幅 7.86%。
2. 调整提高特殊救济对

象定期定量补助标准
（1）重残无业人员、三

胞胎和司法老残 3 类对象，
从每人每月 1400 元调整提
高到每人每月 1510 元，每人
每月增加 110 元。
（2）散居归侨、历史老

案纠错平反人员等 8 类对
象，在原标准的基础上，每人
每月增加 150 元－ 370 元不
等。

3. 调整提高特困人员供
养标准

本市特困人员供养对象
（城镇三无、农村五保）的日
常生活费标准从每人每月不

低于 1400 元调整为每人每
月不低于 1510 元。

4. 调整提高低收入困难
家庭申请专项救助收入标准

上海低收入困难家庭申
请专项救助经济状况认定标
准中，收入标准调整为：城乡
居民家庭月人均可支配收入
低于 2320 元。其他标准仍按
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5. 申请救助家庭中就业
人员收入豁免标准

申请救助家庭中就业人
员收入豁免标准为每人每月
870 元，与去年标准保持不
变，进一步鼓励申请社会救助
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员通
过劳动实现自我解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