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博文化公园：
10平方米一顶，上限 720顶

世博文化公园的大草坪和树林下的空间
是不少市民游客搭帐篷最青睐的地方。上周
末，记者在公园看到，草坪上搭了十来顶帐篷，
一些比较怕热的市民则把帐篷搭在了树荫下。
园方介绍，在节假日或者公园有活动的

周末，帐篷数量会更多一些，为了确保游园舒
适度和游玩安全，公园规定，每顶帐篷最多占
用 10平方米，测算下来，公园帐篷的最大限
额为 720 顶，“一般小型家用帐篷也就两三
平方米，10平方米范围除了帐篷占地面积，其
余空间供市民游客野餐，小孩走动玩耍。”
除了帐篷与帐篷之间留出空间，公园还

规定，大草坪中间不能搭帐篷，留出场地供
亲子家庭游玩，比如玩飞盘等需要一定空间
的活动。
周末和节假日客流高峰期间，公园在帐

篷区会设置专职保安，巡查游园安全隐患，
引导游园秩序。

共青森林公园：
送标识，借橡胶锤打地钉

共青森林公园自 2021 年 7 月免费开
放以来，每逢天气晴好的周末和节假日，就

会出现一天数万人的大客流。春节，游客中
前来搭帐篷野餐的人更是不少，园方曾做过
统计，一天最多搭了 1100 顶帐篷，
200-300 顶天幕。
如此众多的帐篷和天幕，必然有未在风

绳上悬挂安全警示标识的天幕以及未完全
打入地下的地钉。记者看到，保安在巡逻过
程中发现未系警示标识的天幕，会对游客进
行提醒，如果游客没有醒目的可用作标识的
物品，保安会赠送红丝带。此外，对露头的地
钉会帮助打入地下。
世博文化公园也准备了一些天幕风绳

警示标识，送给没有警示标识的游客。
共青森林公园有关负责人介绍，公园制

定发布了《上海共青森林帐篷搭建管理办
法》和《草坪轮休计划》，依据公园实际，明
确帐篷搭建的时间、区域及安全要求，提升
市民游园体验，并采购了警示红绳、橡胶锤
等配套设施，给有需要的市民游客使用。

帐篷管理有何好建议？
市公园中心征集“金点子”

市公园管理事务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
上海公园行业从 2022年起进一步推进更多
城市公园的草坪向帐篷开放，目前已经有
73座公园可以搭建帐篷，但是，公园内帐篷

区的管理和市民游客良好游园体验之间的
矛盾也逐步凸显：如区域内帐篷搭设密度过
高，影响市民游园舒适度；天幕、风绳未悬挂
警示标志，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等。
为提升游园安全和体验，2022 年 12

月，市绿化市容局发布了《上海市城市公园
帐篷区管理指引（试行）》，规定了哪些公园
不宜设置帐篷区，可以设置帐篷区的公园，
在哪些区域、哪些情况下不宜设置帐篷区。
比如，历史名园、雕塑公园和纪念公园等

专类公园、口袋公园及有重点文物保护、面积
较小、空间局促的公园不宜设置帐篷区。
公园内的历史保护建筑、文物古迹、遗址

遗迹、古树名木、动物参观区等重要保护区域
周边，以及公园内主要游览线路、游客密集区
域及游乐设施、高压线、河道泊湖深水区等可
能涉及安全隐患区域，不应设置帐篷区。
此外，还要求公园在主入口、帐篷区周

边设置告示牌，明确帐篷区管理细则、开放
时间、活动范围、咨询投诉渠道等内容。
去年5月，市公园管理中心发布《上海市

城市公园帐篷区管理细则》，明确帐篷、天幕
等相关管理内容，细化实施控流管理等举措。
除了上述管理部门的措施，市民还有什么

意见和建议？即日起至6月31日，市公园中心
将启动公园帐篷区规范管理“金点子”征集活
动，同时辅以线上公园文明搭设帐篷调查问
卷，一方面了解市民搭帐篷的服务需求、体验
以及对公园帐篷管理的总体评价，另一方面也
希望市民可以集思广益，提出宝贵建议。
记者看到，调查问卷的内容涉及市民游

览公园的频次、一般在哪类公园搭帐篷、更
倾向于搭天幕还是帐篷、希望帐篷区及附近
提供哪些服务、是否遇到过被风绳绊倒、帐
篷区存在烧烤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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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城事
周末公园帐篷太密？ 有公园规定：10平方米一顶，上限 720顶

上海已有 73座公园设帐篷区
天气晴好的周末或者节假日，你有没有发现公园草坪上密密麻麻的帐篷？对于帐篷过密、影响游园安全和体验的问题，世博文化

公园提出了管理新规：10 平方米一顶帐篷，整个公园上限 720 顶帐篷，并且，在周末和节假日客流高峰，设置帐篷区专职保安。
对于帐篷过密以及此前受到关注的天幕风绳警示标识、帐篷及天幕地钉等问题，市公园管理事务中心表示，已经出台相关管理

规定和管理细则，要求公园加强管理和引导，确保游客游园安全，提升游园舒适度，“部分公园在周末、节假日的确存在帐篷密度过
高、风绳未悬挂警示标志、地钉露头的情况，除了已经出台的一些管理要求，我们也想听听市民对于公园帐篷管理有什么好的意见和
建议。 ”据悉，目前全市可搭帐篷的公园已经增加至 73 座。

记者昨天从市人社局获悉，上海已正式
启动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工作，预计 60 多万
户用人单位受益。首批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
将于近日收到返还资金。
根据市人社局会同市财政局、市发改

委、市税务局近日出台的《关于实施失业
保险稳岗返还的通知》规定，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的对象范围是，2023 年裁员率不高
于 5.5%，按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且信用记

录良好的本市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社
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
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在返
还比例上，以企业及其职工 2023 年实际
缴纳的失业保险费总额为基数，大型企业
按 30%、中小微企业按 60%返还。返还资
金不仅能够用于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会
保险费、转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还可作
为降低生产经营成本的支出。

此外，为提高用人单位的获得感和便捷
度，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采用“免申即
享”的方式发放。经大数据比对、符合条件
的用人单位将陆续收到推送短信，单位通过
人社自助经办平台对银行账号等相关信息
予以确认，经市区两级人社部门审核、公示
后，稳岗返还资金将直接拨付到单位账户。

晨报记者 沙情奕

“还是觉得 8424好吃”

上海地产
优质西瓜打擂台

“免申即享”，这笔钱即将到账
上海正式启动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工作，预计 60多万户用人单位受益

“吃了这么多西瓜，还是觉得
8424 好吃，汁水多，特别甜。”昨天中
午，西郊国际农产品展示直销中心聚
集了一大批专业和业余的吃瓜群众，
专业吃瓜群众是来自市农技推广服务
中心等单位的专家们，而业余吃瓜群
众则是通过网络报名的市民们，他们
共同参加市农业农村委员会主办的
2024 年上海地产优质西瓜品鉴评优
和展示活动。
参加今年西瓜评优的是经过筛选

后的全市 38 家西瓜生产主体，他们
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上海地产西瓜
的水平。
评优现场，38家生产企业的瓜被

贴上数字标签，专业评委和市民评委
都不知道每个数字代表的生产企业，
纯粹是盲评，体现公正。
市农技中心西甜瓜专家范红伟介

绍，此次评选分小型瓜和中型瓜，小型
瓜包括金山小皇冠、小兰、黑津等品
种，主要是黄瓤西瓜，中型瓜包括早佳
8424、美都等，主要是红瓤西瓜，两者
的评分除了单果重量不同外，其他标
准基本相似。
专家介绍，评选标准分两部分，一

部分是外观，中型西瓜要求单个重量在
6-10斤左右，同一个生产企业的瓜大
小均匀，该圆的圆，该椭圆的椭圆，符合
品种该有的果型特性。第二部分是内
部，切开后要黑籽多，没有黄筋和硬块，
口感要细嫩，汁水多，有鲜味。测量糖度
在11.5度以上，否则要扣分。小型西瓜
要求单个重量在3-6斤左右。
专家评委通过外观、果皮厚度、瓤

色、糖度、口感风味等指标进行评审，反
复比较各企业品牌西瓜的差异。而市民
评委们也非常认真地品尝打分，“瓜”
分夏日限定甜蜜滋味。不少市民评委表
示，虽然现场的瓜都很好吃，但如果要
选择最喜欢的品种，还是会选择本地
8424西瓜，“虽然8424已经吃了几十
年了，但还是觉得好吃，经典。”
现场还同步进行了优质品种西瓜

展示，来自 10 家左右经营主体的西
瓜一字排开，大小西瓜们齐聚一堂，闻
一下沁人心脾，品一口鲜甜脆爽。记者
注意到，有一个品种为“天露彩虹”的
西瓜，瓜瓤是红、黄、橙相间的颜色，看
起来很特别。不过，吃口比上等的
8424似乎略差一些。
市农业农村委介绍，去年上海西瓜

生产面积达4.07万亩次、总产量达8.26
万吨，其中浦东新区和崇明区是上海西
瓜的主要种植区，两区西瓜生产面积占
全市面积的一半左右。在品种方面，早佳
8424仍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平均种植面
积占西瓜总面积的90%左右。

晨报记者 郁文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