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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日前，“皮里乾坤——中国皮革文化艺术主题展”在上海汽车博物馆揭幕，现场展出170件（套）技艺精湛的皮雕、皮
塑、皮革烙画以及皮革装置艺术品，吸引观众前来观赏。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22日。 ■新华社记者 陈飞 摄

据解放日报 最新公布的数据
中 ，今 年 上 半 年 上 海 GDP 增 速
12.7%，时隔18个月后再次出现与全
国持平的情况。上一次上海与全国
GDP 增速持平，恰好出现在疫情前
的2019年底。两相对比，差别何在？

静水流深
疫情暴发的2020年一季度，上海

经济下滑幅度还略低于全国。但从去
年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从低谷快速爬
升，世界经济却剧烈震荡，漫长的恢复
期中，上海经济体系运行有条不紊，各
行各业找回增长势头。在此过程中，经
济地位特殊的上海实际上是静水流深，
一直在与巨大的外部压力对抗角力。

过去的一年半，对全球每一座
国际大都市来说，都是一个重新适
应的过程，曾经的繁华不是必然回
归，传统的产业未必恢复元气，新的
赛道和机遇也不见得一定能够抢
到。特别对经济外向度高的城市而
言，等待世界经济自我修复，经济周
期走出低迷，总是迟迟等不来结果。

上海市统计局分析，今年以来上海
经济实现较快增长，主要有三方面因素：
近年来持续高速增长的工业投资增能显
效；城市数字化转型持续深入；常态化疫
情防控下社会经济机能不断恢复。

细读此次发布的经济半年报可以
发现，上海的提速，真正超越的不是别
人，而是一年半前的自己。上海超越
的，也不只是规模和速度，更重要的是
在发展理念与质量上实现了自我赶超。

赛道变换
2019年全年，疫情尚未发生时，上

海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还是负增长。
疫情后上海经济持续恢复的过程

中，工业成为最强劲的增长动力。上
半年工业拉动上海全市经济增速约4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达到20.0%，比全国高4.1个百分点。

上半年上海35个工业行业中有
32 个行业工业产值实现增长，增长
面为91.4%。1至5月，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7.46%，比
全国高0.35个百分点。既快又好，是
当下“上海制造”涌现的新势头。

经济学家分析，疫情后服务业
恢复，往往需要持续而漫长的过程，
且受各方面外部变量影响。工业却
可以依靠创新驱动，形成新赛道，在
新兴产业上形成更强的增长爆发
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全市工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就实现总产值7164.68
亿元，同比增长 19.6%。其中，新能
源汽车、新能源和高端装备产值同
比分别增长2.5倍、32.1%和24.5%。

新赛道上的集成电路、生物医
药、人工智能三大产业，“上海方案”
持续推进。税务部门数据显示，上半
年上海三大产业增值税发票开票销
售额分别同比增长14%、12%和20%。

上海工业成为拉动经济主要动
力，靠的是近年来持续不断的布局和
投入。今年上半年，上海工业投资增
长10.5%，继续保持持续已久的两位
数增长。而在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的

作用下，上半年全市民间投资同比增
长 18.5%，高于全国增速 3.1 个百分
点，航空、人工智能等多个民间投资
项目完成投资额均超过1亿元，市场
之手推动下，要素资源加快向这些极
具成长前景的新兴产业集聚。

良性循环
前些日子，66 岁的上海新世界

城总经理徐家平给市商务委领导发
去一条短信：“我准备把‘剧本杀’引
进新世界城，不知道这么做对不
对？”

近期，上海被列入全国首批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名单。此次发
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上海全
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0.3%，增速比全国高7个百分点，半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
9000亿元，消费中心城市名副其实。

此时的南京路上，既像商场又
似主题乐园的新世界城，再次站上
全上海商业界的C位。新世界城刚
刚发布的公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净
利润预计比去年同期增加6000多万
元，同比增加311倍。

疫情以来，围绕经济走势的讨
论中，一个热点问题是外来消费、聚
集性消费骤降后，上海消费市场何
时能够真正恢复如常？

新发布的数据中已能见端倪。
今年上半年，上海消费市场持续出
现线上线下同步火热的现象：全市
网上商店零售额同比增长21.2%，两
年平均增长12.8%；限额以上实体店
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33.7%，两年平
均增长9.1%。线下消费半年增速反
超线上，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住宿
和餐饮业，上半年同比增长 54.0%，
也已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一位沪上大型商业企业负责人
吐露心声：过去总觉得电商对实体商
业来说是“洪水猛兽”，现在真切感受
到，两者在上海已是“谁也离不开
谁”。尤其是通过连续两年的“五五
购物节”“六六夜生活节”，上海将线
上线下消费有机融合，互为推手，带
动全市消费热点持续不断，内需对经
济恢复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加强。

上海消费需求火热，与另一个
指标互相对照——上半年上海全市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357元，同比
增长 10.3%，继续位居全国第一，并
且半年首次突破 4 万元。市统计局
介绍，上海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和经
济加快复苏、就业稳定有关。上半
年上海新增就业岗位40.23万个，比
去年同期增加13.11万个，半年就完
成全年目标的约80%。

就业形势好—居民收入高—消费
需求强—经济持续回暖，一个个因素
形成闭环，推动高质量的经济循环。

上海抓住的这轮消费热潮，还与
“年轻”有关。据市场机构调研，目前
上海消费群体中“95后”“00后”数量
已占1/4，而两者合计的消费贡献却
已近半。当年逾六旬老企业家都在
努力尝试理解“00后”潮流文化时，这
里的消费市场何愁不兴。 ■徐蒙

据新民晚报 上海已累计完工投
入运行的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700
多台，今年全市将完成电梯加装1000
台以上。记者从上海市市场监管局
获悉，上海市地方标准《既有多层住
宅加装电梯安全技术要求》（简称《要
求》）已于7月1日起实施，为加装电
梯从“个案”走向“量产”提供标准引
领和技术支撑。

宜采用无机房电梯
《要求》从选型配置要求、建筑结

构要求、标志及保护要求、验收要求
和维护保养要求等方面，为本市既有
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提出了具体的安
全技术要求。根据建筑特点、环境、
绿化、空间、地下等情况特点，《要求》
的部分条款高于现行相关标准规范。

新标准规定老房加装宜采用无
机房电梯。无机房井道比有机房井
道电梯的整体高度低2米多，最适合
12层及以下的建筑使用，不仅可以节

省建筑空间，也能减少对周边房屋的
采光影响。

加装电梯的连廊大多有窗户，
或者有部分底层候梯厅是半室外
的。因此，新标准设置了候梯厅的
地坪与电梯层门地坎之间的坡道过
渡、候梯厅底层地坪略高于室外地
坪的要求。这能有效防止候梯厅积
水或道路积水流入井道（底坑），造
成设备损坏。

缩高度差，提升照度
标准制定方调研了部分老旧多

层小区，发现居住人群相对老龄化，
因此在标准制定中着重考虑了老年
人的乘梯安全。

4.3.2.3条款中，规定电梯轿厢的
平层保持精度应提升至±15mm 范
围内，免得老年人进出电梯时因高度
差太大而绊倒，也能方便轮椅通行。

又如4.3.3.7条款中，规定了轿厢
内照明在正常供电及紧急电源供电

状态下的要求，照度比现行的国家标
准提升了。同时，还明确了紧急照明
的照度和覆盖位置，方便老年人的乘
用和操作。

受潮受热也能舒适乘坐
老房加装电梯的候梯厅，不全是

封闭的室内空间，层站侧电气部件、
控制柜、操纵箱及供电电源箱等，在
风雨的影响下容易受潮。4.2.6条款
规定，当候梯厅部分为非封闭的室内
空间时，层站侧电气部件的外壳防护
等级不应低于IP54，确保电梯在潮湿
环境下也能正常使用和安全使用。

夏季时，加装电梯的户外井道及
井道内的轿厢的环境与温度，要比室
内井道更恶劣。因此，新标准的
4.3.3.6条款中，引入新加坡（热带）轿
厢通风装置的风量要求以及紧急电
源时的供电要求，确保不管电源处于
何种状态，轿厢内都能有效通风，降
低温度，提高舒适感。 ■金旻矣

据新华社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上
海市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和无障碍改
造推进会上获悉，上海启动“数字伙
伴计划”，从改造互联网应用、建设

“一键通”场景、线上线下培训等方面
入手，努力让老年人、残障人士在数
字化转型中“不掉队”。

“‘一个都不能少’是城市数字化
转型的奋斗目标，我们努力让每个人
都能享受数字化成果带来的便利。”
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在推进会上说，上
海全市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
人超过 500 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 3
成以上，着力解决老年人等群体的

“数字鸿沟”，是践行“人民城市”重要
理念、提升城市软实力的应有之义。

据上海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上海针对互联网应用界面复杂、
操作不友好等问题，提出规范化改
造。今年底，上海将实现 66 家政府
网站、47 个政务 App 和 23 家重点企
业App的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目前
喜马拉雅等12家企业已完成App的
第一版改造。

记者注意到，“一网通办”长者版
是上海改造互联网应用的典型案例
之一。目前“一网通办”长者版已经
上线，功能方面简单易懂，设置常用
服务、便民服务和每周科普等3个老
年人常用的板块，设计方面采用大图
标、大字体、高色彩对比度的风格，方
便老年人使用。

据悉，上海今年将重点建设“为
老服务一键通”场景，目前正在建设

“预约就医一键成”“叫车出行一键
达”“紧急救援一键通”“政策咨询一
键知”等高频急难场景，老年人通过
电话、电视、自助服务机等最常见的
设备，即可享受数字化的便捷服务。

另外，上海正在全市开展为老助
残数字化培训，除认定上海老年大学
等单位为首批“数字为老培训基地”
外，还招募了1200多名信息助力员和
600多名60岁以上的老年“数字体验
官”，信息助力员深入社区为老年人提
供培训和帮办服务，“数字体验官”则
根据自身体验提出建议，促进互联网
应用适老化改造。 ■周琳 董雪

上半年GDP增速与全国持平，“就业—收入—消费—经济”的高质量经济循环正在形成

12.7%背后，上海如何自我超越

“上海之巅”首度走上大银幕

今年全市将完成电梯加装一千台以上

上海实施老房加梯安全新规

上海启动“数字伙伴计划”

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据新华社 以中国第一高楼——
上海中心大厦为故事发生地和取景
地的青春主题影片《大城大楼》日前
在上海中心大厦 126 层巅峰艺术空
间举行首映活动，并于 23 日起在全
国公映。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上海电影人除奉献了主旋律大片

《1921》外，还陆续推出《大城大楼》《望
道》等影片。其中《大城大楼》是一部
上海都市题材青春片，不仅故事取材
于上海中心大厦的建设和运营团队，

拍摄地也尽量在高632米的这座“垂直
城市”内完成，因而别具看点。

通过实景与特效的完美结合，
上海中心大厦的“上海之巅”、126层
巅峰艺术空间、22层陆家嘴金融城党
群服务中心等纷纷登上大银幕。剧
情还与当前青少年关注的电子竞技、
动漫角色扮演、全甲格斗等文化生活
新样式新选择融合在一起，加之摄制
组在黄浦江两岸、上海传统里弄等地
标取景，整部影片构成了一幅生动立
体的当代“上海画卷”。 ■许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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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靓 王歆瑜 张允允 申佳琦

提前部署科学调度，如
遇极端情况还有“PLAN B”

五角场广场是五角场地区重要
的人行交通枢纽，这里有地下通道五
处及下立交泵站，五角场广场分别与
悠迈生活广场、百联又一城、万达、苏
宁、合生汇相连通，是五角场地区防
汛防台的重点部位。

7月22日上午，记者在五角场广
场看到，工作人员加紧清理环廊一圈
阴沟中的杂物，以防堵塞，造成大量
积水。移动潜水泵、防汛专用沙袋、
麻袋、铁锹、雨鞋、雨披等防汛物资均
已准备齐全，广场内也增派了巡逻人
员，加大了巡查密度。“我们成立了防
汛抢险小组，如遇预警，会在形势危
险地区重点值守、重点巡视。”五角场
广场管理方负责人张浩说。

五角场广场的泵站内，工作人员
也在时刻观测着水位，并对设备进行
检查，确保水利设施稳定运行。

社区内，物业工作人员也开始
忙碌了起来。在大学路 88 弄，物业
工作人员已在居民区作好物资准
备，并对小区泵房、道闸设备、监控
系统、弱电门禁系统加强检查，消除
安全隐患。同时，在小区宣传栏张
贴温馨告示、在电子显示屏滚动播
放台风实时状态，提示居民出行安
全。“已安排好值班人员 24 小时待
命，如居民家里有漏水进水情况，我
们工作人员会马上到位。”金枫物业
创智坊物业服务中心经理杨成良告
诉记者，小区内有好几台排污泵，如
达到一定雨量后会自动排污。如出
现极端情况，他们还准备了第二套
方案，就是临时加装排污泵，防止雨
水倒灌进地下车库。

“台风天来不得半点马
虎”，“老房”有备无患

“台风要来了，注意关好窗户。”
大桥街道 94 街坊于今年 6 月 25 日旧

改生效，和很多二级以下旧里一样，
房屋老旧，每到防汛防台季节，这里
是重点安全检查的地块。连续两天，
大桥街道新华里居民区工作人员对
94 街坊及周边商铺进行了防汛防台
安全检查，内容包括居民区下水道排
水、高空坠物等。

“现在大部分居民都已陆续搬
走。”新华里居委会干部高敏告诉记
者，虽然只剩下零星几户居民，但防
汛防台工作一点不能松懈。

7月23日，居民李阿姨正在等待
搬场车，“东西理好了吗？怎么打包
的？防水做了吗？”高敏检查了居民
家里的门窗和电线，叮嘱搬家的注意
事项。

社 区 工 作 人 员 告 知 还 未 搬 家
的居民在强对流天气下要注意空
调外机、花盆等物品，防止高空坠
落 ，提 高 自 我 保 护 意 识 和 避 险 意
识，共同做好防汛防台工作，确保
安全度汛。

“台风天来不得半点马虎，为防
止外置物品坠落，我们建议能拆的尽
量拆掉。”英佩保安公司的张波是 94
街坊的一名安保人员，当天正在现场
协助居民拆外挂空调机，他告诉记
者，要在台风来之前把能封的门和窗
也都封掉，同时安排了安保人员24小
时待命。

关爱常伴独居老人左右
“门窗要关好、有事打电话、尽量

减少外出”……开鲁六村小区的独居
老人一共有36位，居委会干部逐一上
门拜访，挨家挨户地叮嘱台风天的注
意事项。“台风马上来了，我们来看看
您，阳台上花盆之类东西有吗？如果
有，我们帮您搬下来。”7月23日清晨，
开鲁六村的居委会干部走进了翟老
伯的家。

翟老伯今年 80 岁，目前独自一
人生活。“每年台风季，居委会干部都
上门关心我们，今年也不例外，我生
活在这里感到很放心。”翟老伯告诉
记者。

“喇叭开得响一点，让大家要重
视起来。”在走访途中，看见有的居民
家花盆没有收好、衣架没有归位，居
委会干部都一一指出。“我们今天也
发放了宣传单给这些独居老人，这上
面宣传单有我们的电话和物业的电
话，以备不时之需。如需要买菜雨太
大不方便出门，我们会尽力为他们提
供帮助。”开鲁六村居民区党总支副
书记牛聪骅说。

除了走访慰问，社区工作人员还
积极与小区物业展开沟通，提前疏通
小区下水道和阴沟，以免造成不必要
的积水，影响居民出行安全。

兼顾“头顶”安全与“脚下”安全
为应对台风“烟花”，延吉物业主

动发力，积极做好防汛预防工作，确
保其管理小区的度汛安全。

在新江湾城街道的尚景园，延吉
物业针对小区的防汛防台工作进行
预检、准备工作，切实做到防台防汛
工作的“早谋划、早准备、早落实”的
要求。尚景园物管中心专门成立防
汛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各部门职
责，在发生汛情时能够统一指挥、合
理调度。

尚景园对重点区域、重点领域、
重点项目，扎实组织开展各类防汛安
全隐患排查，查清“六大隐患”，包括
重点区域暴雨积水隐患、高空坠物伤
人毁物隐患、地下空间雨水倒灌隐
患、坍塌伤人隐患等，并针对发现的
隐患问题，开展了专项整治。

其中，针对汛期的雨水疏通，
物业人员及时清理疏通雨水口、排
水沟，并对车库、地下室排污泵进
行检查，确保排水设施设备完好。
针对高空坠物的危险，物业人员积
极巡查、整修楼顶和楼墙面的危险
物，并对住户进行宣传“对窗沿杂
物进行回收”，确保住户们“头顶上
的安全”。此外，物业备足了沙袋、
铁锹、雨鞋等防汛物资，并对物资
的存放加强管理，确保“用得及时、
随时取用”。

应在难处，急在平时，杨浦一线“城区运行保障人”在行动

“烟花”不易冷但人心常热保障常在
“魔都结界”的强大不仅在于科技赋能，还有各社区的一线“城区运

行保障人”也在为“结界”赋能。所谓“应急”，应在难处，急在平时，此次
的台风“烟花”虽来势凶猛“不易冷”，但人心常热，保障服务常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