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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如何让邻里亲起来让社区活跃起来
“大家微讲堂”第四讲来到江浦路街道，感受党建引领下杨浦的“梦·享·家”之路

■记者 陈涛

本报讯 7 月 31 日，2023 年度“大
家微讲堂”第四讲——“扬”先锋力量

“谱”梦享新篇暨“美好社区 先锋行
动”杨浦“梦·享·家”项目中期推进活
动，来到江浦路街道，通过双楼之

“梦”、梦享江浦、向“杨”而居三个篇
章，带领线上线下观众听众感受党建
引领下杨浦的“梦·享·家”之路。

如何重建社会性？如何让邻里亲
起来、让社区活跃起来？复旦大学社
会工作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芳以“重建社会性——从最小的公

共空间做起”为主题，与观众分享了江
浦路街道辽源一村 21 号楼微客厅的
设计理念，展望通过空间改造重建社
区的“社会性”，从而取得社区基层治
理“共治共享”的良好效果。

活动现场，江浦路街道办事处副
主任卢佳，辽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朱
雯，海上海楼宇党总支第五党支部于
雷、孔亮，复旦大学社会工作学系硕士
研究生赵晨晨开展了互动交流，分别
以“梦享执行官”、“梦享领头雁”、“梦
享设计师”、“梦享合伙人”的身份叙述
了海上海“三圈融合”、楼牵楼“三微治
理”项目背后的故事。

海上海“三圈融合”、楼牵楼“三
微治理”项目，是江浦路街道对基层
治理的创新赋能，通过党建引领让基
层党组织拉近与居民群众的距离，加
快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不
断提升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梦·享·家”项目是杨浦结合全市
“美好社区 先锋行动”而创生的基层
治理品牌，也是杨浦以职能部门、高校
资源、媒体视角等跨界合作搭建起的
赋能平台。活动中，12名儿童分别牵
手杨浦12个街道分管负责人，以问答
的形式介绍杨浦“梦·享·家”项目进展

情况。
其中，长白新村街道 228 街坊党

建引领城市更新项目以保留和修缮、
合并与复建、引入与融合等方式，留
存素墙红瓦建筑特点，深化邻里共享
更新机制，打造成融特色餐饮、文化
艺术、休闲运动、长租公寓、中心绿地
等多维一体的平面街区式党群服务
综合体。五角场街道积极拓展“睦邻
门”和“大学路联动治理”品牌，探索
国定支路“两堂一厅”睦邻街区项目，
找准企业白领、社区群众、校区青年
需求切入点，结合空间综合改造、提
升服务能级，让网红街区的烟火气、

书卷气、艺术气融于一身、兼容并蓄，
讲好杨浦故事。

未来，杨浦将进一步深化以分
管领导作为梦享执行官“找大家”、
复旦赋能团队作为梦享合伙人“组
好家”、同济等“三师三顾问”团队作
为梦享设计师“联建家”、居民区党组
织书记作为梦享领头雁“经营家”、社
区志愿者作为梦享参见团“爱上家”、
媒体代表作为梦享品控员“推广家”
的“六家工作法”，打通治理体系的关
键节点，夯实基层社区的重要根基，
将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切实转化为
治理效能。

■记者 陈涛

本报讯 为精准打击涉数字经济
犯罪，维护数字经济繁荣发展，杨浦
区人民法院、杨浦区人民检察院近日
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18－
2022年涉数字经济犯罪案件司法白
皮书》十大典型案例及《企业数据合
规指引》《个人信息保护指引》。

白皮书显示，2018年至2022年，
杨浦区人民法院共审结涉数字经济
犯罪案件1157 件共2158 人，案件数
量总体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从所
涉罪名来看，涉数字经济犯罪案件所
涉罪名日趋多元化。从涉案人员来
看，涉数字经济犯罪案件被告人总体
呈现年轻化、学历高特点。

此外，2018-2022年涉数字经济
犯罪呈现出平台化、智能化、网络化
等特征，具体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犯
罪主体平台化，共同犯罪较多。二是
犯罪手段复杂化，危害后果难以估
算。三是涉案金额高、犯罪场域广、
受害基数大。

针对涉数字经济犯罪的特点与
新态势，杨浦检、法立足区位，强化全
链条打击、推动精准化预防、以数字
赋能审查起诉与审判工作，不断加大
涉数字经济犯罪“打、防、管、控”力
度，探索涉数字经济犯罪司法治理

“杨浦路径”。
组建专业化办案团队，检法联合

打出“组合拳”。以专业化建设为引
领，通过案件办理、理论研究、开展司

法协作，打造高层次、复合型、数字化
司法队伍；针对多发高发类犯罪，联
合制发工作指引，明确证据链规则，
促进适法统一；培树典型案例，引导
市场规范化运行。

延伸司法职能，强化诉源治理。
能动构建涉数字经济犯罪大数据法律
监督模型，建立司法机关与企业的对
话平台，助力互联网企业提升法律和
技术防护能力；深化与行政监管机构、
行业协会的协作，形成打击网络犯罪

“黑灰产”合力；督促相关单位履行数
据合规义务，就办案中发现的风险防
控、内部管理等问题向涉案企业制发
司法建议，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

立体化开展普法宣传，持续输出
法律产品。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宣传
方式相结合，充分利用微信、微博、抖
音等热门网络平台开展案例警示、普
法宣传等；结合反诈宣传周等重要节
点，在公共场所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传递司法声音；针对老年、中年和青
少年群体的不同需求制定普法方案，
提高普法针对性，推动“按需普法”

“送法进校”“送法进门”，实现犯罪预
防精准效果。

数字经济发展客观上形成了司
法创新的“倒逼机制”，面对涉数字经
济犯罪新动向带来的司法挑战，杨浦
区人民法院、杨浦区人民检察院将继
续积极能动履职，以数字赋能司法，
优化检察监督方式、深化案件审判辐
射效果，完善涉数字经济犯罪综合治
理与预防的“杨浦路径”。

■记者 王子亮 文/摄

本报讯色叶灌木作为背景，搭配
低矮花灌木，花卉以宿根为主，采用不
规则块状、团状、点丛状混栽种植……
从黄兴公园国顺东路门而入，至中心
广场路段两侧，有一条百米长的鲜花
大道，正是绚烂葳蕤时。

这条“百花大道”单边长度达110
米，总面积1500平方米，布置以红、黄、
蓝、绿四色，组成层次丰富、高低错落

的自然生境。其中，以“自由之光”为
主题的花境，在2022年第六届中国花
境大赛中荣获金奖。由穗花牡荆、圆
锥绣球、日本枫等灌木构成花境骨架，
由高层宿根花卉蒲棒菊、柳叶马鞭凤
梨鼠尾草等构成花境背景层；中高层
植物由林荫鼠尾草、紫韵钓钟柳、紫叶
山桃草、常绿鸢尾等组成；焦点植物由
金光菊、蓝盆花、玛格丽特等花色亮丽
的宿根花卉组成，共同成为夏日里的
一抹治愈色。

助力数字经济跑出加速度
区法院检察院探索涉数字经济犯罪司法治理“杨浦路径”

黄兴公园里的一抹治愈色

在杨浦创新发展再出发中走在前列干在实处

古堡清流，见证这座城市的奋起与拼搏

（上接第1版）当晚，一场音乐灯
光喷泉秀，在这里进行。红色、蓝色、
绿色、金色……动人的音乐声中，不
同灯光交错起舞，卷起漫天水柱，也
点亮了四周的青红砖墙。

在喷泉一侧的大草坪上，站着百
余位观众，他们或是杨树浦水厂的在
职员工，或是早已退下战线的老一辈
制水人，兴奋、激动、喜悦、欣慰，都不
足以表达他们内心的波涛汹涌。手
拿一面五星红旗，在扑面而来的水雾
中，他们感慨，眨眼间，这座厂房已走
过140年风雨。

在现场的“百步穿杨”环节中，人
们步入长长的照片走廊，细数杨树浦
水厂的前世今生，体验百年杨厂的新
生活力，感受百年为民初心不改，并
送上新征程的美好祝福。

140年岁月沉淀
杨树浦水厂的前身是英商上海

自来水公司，1883年，水厂建成通水，
日供水量很小，主要服务于租界住
户，平民百姓几乎无法接触到方便卫
生的自来水。1925年10月，经“五卅
运动”洗礼，杨树浦水厂成立了供水
行业的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红色
基因逐渐融入血脉。

随着新中国诞生，1949年始，上
海市政府通过接收、征用、代管和合
并，将上海5个各自独立的供水企业
合并成立上海市自来水公司，并于
1955 年实现全市供水企业统一经
营。为改善百姓用水情况，缓解多发
的水介传染现象，市政府专门拨款在
棚户区建造给水站，水价减半收费。
到 1956 年，全市给水站总数达 1865
处，130万棚户居民用上自来水。

上世纪 80 年代末，水厂启动自
我更新，对沉淀池进行挖潜改造和设
备扩建，升级为自动排泥系统，并进
入自动化系统改造，使设备更安全，

运行更可靠，水质更
好。除了厂房，水厂

的工业设施设备、工艺流程也得到保
护和展示。位于厂内的上海自来水
科技馆，以科普的形式，让人们更为
直观地了解文物保护建筑背后的生
产故事，看到城市供水事业鲜为人知
的一面。

2004 年至 2008 年，水厂 36 万吨
深度处理改造工程顺利完工，通过采
用预臭氧+高密度澄清池+滤池+后
臭氧+生物活性炭深度处理工艺，降
低水中有机污染物，进一步提升出厂
水口感，开创了上海自来水厂深度处
理的先河。

用了三个十年，杨树浦水厂实现
了从全人工到自动化的完美逆袭，由
此成为世界一流的现代化自来水
厂。2013年3月，杨树浦水厂被公布
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成为杨浦滨江岸线上一颗璀璨夺目
的文化“明珠”。

时间来到 2020 年，杨树浦水厂
深度处理改造工程全面施工，设计规
模 120 万立方米/日，杨浦、虹口、静
安、普陀、宝山等五区近 300 万市民
都能喝到更好的水。从“保障高峰供
水”到“稳量升质”，水厂为民服务的
初心始终不改，一年年对自己提出更
高的要求。

展望未来新征程
如今，漫步杨浦滨江水厂栈桥，

保护完好、富有特色的哥特式城堡建
筑成为江畔的独特风景。

杨树浦水厂由英籍工程师赫德
（J.W. Hart）设计，水厂主体建筑外形
为英国传统城堡形式，整片建筑呈铁
锈红，大门的东西两端各有一个与主
楼垂直相连的双层城堡式层楼。承
重墙用清水砖墙，嵌以红砖腰线，周
围墙身压顶雉堞缺口，雉堞的压顶及
窗框、腰线等均用水泥粉出凸线，墙
面转折交界处为水泥隅石形状，如同

一座中古时代的城堡。
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

参观了杨树浦水厂，随后由水厂的露
台来到了杨浦滨江公共空间——杨
树浦水厂滨江段，站在滨江栈桥上，
面对浦江两岸的崭新风貌留下了“人
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
重要理念。如何将“人民城市重要理
念”融入制水工作，成为杨树浦水厂
的考题。

随着杨浦滨江从“工业锈带”转
型成为“生活秀带”，百年杨树浦水厂
也在不断接受新使命。水厂协同联
动，建成“节水优先、安全优质、智慧
低碳、服务高效”的城市供水体系，供
水水质对标世界发达国家同期水
平。水厂深度处理改造建设工程分
步推进，在保护厂区国家文物保护单
位风貌的前提下实施工程建设，充分
保留工业文明的特色元素，为市政水
务行业工业遗产的修缮保护和现代
化发展创造示范案例。

面对数字时代，杨树浦水厂建立
了数智思维，运用数字技术，加速构
建即时感知、科学决策、主动服务、智
能监管的新型水务生态，以智慧水务
赋能未来。从自动化到数智化，数字
孪生水厂的基座正逐步成型，智慧水
务的应用场景正加速推进，为上海实
现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生活提供未
来支撑。

“我们正在进行新一轮水厂改
造，提升深度处理工艺，预计到2024
年底完工。届时，供水水质将再度迎
来大幅提升，口感更柔和。”现任厂长
宋瑜告诉记者，“为老百姓提供更好
的水，是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永不止步，是它的使命。140岁
的杨树浦水厂，承载着城市记忆，与
滨江风貌交相辉映，成为上海杨浦生
活秀带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
建过程中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
生动注脚。

（上接第1版）并叮嘱相关部门进一步
完善各项设施设备，全力保障档案资
料存管安全。

薛侃充分肯定区档案局（馆）长
期以来所做的工作，并指出，档案是
历史的真实记录，是党和国家的宝
贵财富，做好档案工作使命光荣、责
任重大。要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始
终牢记“档案工作姓党”，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把忠诚拥护“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
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落实到
档案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要服务中
心大局，自觉把档案事业放到全区
工作中考量，着力抓好重点档案归
集工作，持续增强档案服务能力，有
序推进档案事业转型升级，用档案
讲好中国故事、上海故事、杨浦故
事，以档案工作的现代化助力区域
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党对档案工作
的领导，加大对档案事业的投入，加
强档案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提高安全管
理 水 平 ，推

动档案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区委党史研究室（方志办），

薛侃对我区史志工作予以充分肯
定，并指出，党史和文献工作是党的
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
工作大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
位和作用。要把准史志方向，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党史姓党”
的重要意义，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
坚决贯彻“党史为党”的政治要求。
要做好主责主业，牢记“为党立言、
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重要使命，
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开展
工作，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彰显史
志担当，在服务“两个结合”上体现
史志作为。要强化自身建设，着力
培育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治学精
神和脚踏实地、无怨无悔的奉献精
神，不断提升史实考证、史志编研等
业务能力水平，努力建设一支高素
质史志干部队伍。

薛侃对区区级机关工作党委近
年来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指出，
要充分发挥在机关党建工作中牵头
抓总作用，推动区委各项决策部署
落地落实，助力创新杨浦再出发。
要突出政治机关属性，认真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结合杨
浦实际，把握机关党建的关键，切实
做到“组织有活力、党员起作用、干
部职工得实惠”。要提升机关党建
水平，将贯彻落实区委全会精神、助
力杨浦创新发展再出发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抓紧抓
好，积极履职尽责，走在前列、干在
实处，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相
互促进，切实以高质量机关党建助
力杨浦高质量发展。要打造过硬队
伍，紧密结合即将开展的第二批主
题教育，坚持严字当头，从严从细抓
好机关党员教育监督管理，选树先
进典型，让杨浦机关党建工作精气
神更足、凝聚力更高、战斗力更强。

■宋玥 瞿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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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解放日报 这是宁波观众李言
第三次“刷”沉浸式戏剧《普罗维登》。
抽签选角色，寄存行李，登上火车，穿
越到鱼龙混杂的普罗维登小镇，一场
冒险开始了。

《普罗维登》在上海徐汇滨江
3000 平方米的沉浸式剧场里已上
演 200 多场，成为沪上沉浸式戏剧

“ 新 宠 ”。 150 分 钟 ，15 条 主 线 ，
1000 多条支线，带来应接不暇的互
动体验。

近年来，沉浸式戏剧成为全球演
艺市场新增长点。2016年，上海文广
演艺集团抓住先机引进并制作沉浸式
戏剧鼻祖《不眠之夜》，迄今已在上海
驻演1700场，接待超50万观演人次，
历年平均上座率超95%，外地观众比
例逐年增高至55%。

如今，越来越多沉浸式戏剧入
驻沪上剧场、商场、写字楼、文创街
区，“爆款”频出。本月，沉浸式悬疑
戏剧《法医秦明—尸语者》在黄浦江
边的 1862 时尚艺术中心迎来第 1000
场演出。在亚洲大厦，“一台好戏”
环境式驻演音乐剧《阿波罗尼亚》

《桑塔露琪亚》已累计演出超 1200
场。今年上半年，开心麻花《疯狂理
发 店》《里 弄 1992》《疯 狂 星 友 团》

《嘿！亚利桑那》《空降未婚妻》《赝
品拍卖师》6 部沉浸式戏剧在沪演出
超 650 场，观众人次突破 10 万，累计
票房近 3000 万元。

沉浸式戏剧，成为许多年轻人一
次又一次拉着行李箱来上海的理由。
新奇的演艺空间，颠覆式的现场体验，
趣味性的社交场景，激活着文化新消
费，塑造着文旅新地标，为“亚洲演艺
之都”注入新活力。

新体验：在虚构世界真实互动
年轻人为何喜欢沉浸式戏剧，并

热衷于反复刷剧？李言认为，最重要
的是参与感、体验感和选择权。“以《普
罗维登》为例，这是一部难以定义的作
品，戏剧、剧本杀、角色扮演游戏、密室
逃脱等形式都在其中。抽到不同角色
就有不同故事线，每次‘刷’体验都不
同。可以去完成主线任务，可以在小
镇上自由探索，也可以跟演员飙戏，开
放性和自由度非常大，这就是沉浸式
戏剧的吸引力。”

《不眠之夜》《金钱世界》等海外经
典沉浸式戏剧在沪落地，给了本土创
作者许多启发，催生了一批原创作
品。编剧王小和是学计算机出身，写
过侦探小说和电视剧，创作《普罗维
登》花了数月时间。

王小和写剧本，是从图表开始的，
他从电脑里找出最初的一幅甘特图，
不同颜色的线条延展出每一条故事线
的进程。就是这些别人看不懂的线
条，在他脑海中交织出一个“普罗维登
宇宙”。“我的创作，总是先有机制和结
构，然后再填充故事和人物。所有的
一切都像齿轮一样，环环相扣，十分精
密。”也正是这种庞大和精密，让观众
产生了反复“刷”的动力。

在众多原创沉浸式戏剧中，涌现
了不少中国题材。沉浸式昆曲《浮生
六记·海上版》，依据豫园商城里的场
景进行定制改编，融国风建筑、亭桥湖
光、脊兽匾额于一体。主戏台海上梨
园是豫园商城的“空中会客厅”，一桌
二椅便幻化成园林、菜市、灯会，观众
跟随着演员穿行其间，且听且行、且坐
且立。

全剧从豫园湖心亭开启，观众由
舞者带领从九曲桥上穿越到海上梨园
露台，沈复和芸娘在海上梨园“历史的
转角”低吟浅唱，瞬间带领观众梦回江
南，还能遥望“浦东三件套”上海环球
金融中心、金茂大厦、上海中心大厦，
古今对照。

“《浮生六记·海上版》80%的观众
是25岁至40岁女性，与市场热门的音
乐剧类似。”海上梨园副总经理王平
说，能持续不断驻场演出就是市场反
馈的最佳体现。

新地标：IP开发助推文旅融合
开心麻花也对沉浸式戏剧观众进

行了一次画像：他们是18岁至35岁的
时髦玩家，爱玩爱新潮，为体验付费，
他们同时也是剧本杀爱好者、精致乐
活派、社交分享族。对“二刷”“三刷”
乃至“N刷”的观众来说，沉浸式戏剧
的社交属性十分重要。

在《普罗维登》现场，记者看到，许
多玩家结束150分钟的体验后迟迟不
愿离开，在9/9酒吧点杯喝的，细细复
盘。普罗维登小镇为何附带酒吧，没
有演出时也照常营业？《普罗维登》品
牌公关人员告诉记者，沉浸式戏剧包
含社交属性，酒吧成了社交新空间，大
家在这里因为相同的爱好成为“搭
子”。“在全国范围内，上海的沉浸式戏
剧种类多、成气候、氛围好。观众还会
相互推荐别的项目。”

社交属性提高了用户黏性。导演
过多部沉浸式戏剧的“00 后”导演吴
猛达认为，现在市场上大量沉浸式剧
场涌现，经过市场和观众检验，一定会
有优质 IP 诞生。吴猛达和王小和都
认为，原创沉浸式戏剧的前景在于IP

深度开发，通过舞台剧、桌游、文创等
不同形式，持续开发商业价值。

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骋表
示，外地观众逐年增加，意味着《不眠
之夜》所在的麦金侬酒店从本地演出
场馆成为上海旅游目的地，带来的不
仅是门票收入，还有酒店、餐饮、交通
等各方面消费，促进文旅融合。《不眠
之夜》还先后和多个国内外知名品牌
合作，将沉浸式表演与零售、地产、时
尚消费等多业态创新融合，向着打造
以演艺为核心的城市地标持续推进。

《不眠之夜》麦金侬酒店位于北京

西路江宁路路口，原本是一个闲置近
20年的烂尾楼。据介绍，《不眠之夜》
演出前，周边楼宇的租金基本在4元/
平方米/天左右，宣布《不眠之夜》落户
上海后，租金涨到 8－10 元/平方米/
天。《不眠之夜》落户以来，对周边业态
提升包括整个街区的消费带动明显，
体现出优质IP的附加值。

这些为“亚洲演艺之都”注入新活
力的上海文旅融合新地标，亦真亦幻，
惊喜不断，持续吸引八方来客，实现着
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双赢。

■吴桐 诸葛漪

据新华社 夏夜的上海外滩，万国
建筑群灯火辉煌；修旧如旧的武康大
楼，优雅而沧桑；位于黄浦区兴业路的
石库门小楼，历经百余春秋芳华依旧。

作为中国的开放重镇和近代历
史文化名城，1058 处、3075 幢优秀历
史 建 筑 ，397 条 风 貌 保 护 道 路（街
巷），250 处风貌保护街坊，44 片历史
文化风貌区，赋予上海古老而又时尚

的气质。
兴业路76号，由石库门小楼改造

而成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漆木门、
雕花门楣、朱红窗棂，与一旁时尚动感
的新天地街区共同构成开放型、街区
型的文化空间，成为上海独具特色的
城市地标。

2021年6月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新馆开放以来，已经接待了逾 300 万

中外游客。
“100多年来，作为中国面向世界

的窗口，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
化在上海这座大都市中激荡交融。”历
史学者熊月之说。

近代名城“中西融合”的历史基
因和海纳百川的文化底蕴，让正在
进行新一轮城市更新的上海，有了
更多的新空间、新地标，“文化磁场”

引力更强。
落地今潮 8 弄的“掠影摩登——

《良友》都市文化图鉴”展览，从旗袍
女性、证券交易所，到咖啡馆、回力球
场，百年前精致优雅的沪上生活在这
里重现。

8 条纵横交错、承载丰富城市记
忆的上海老弄堂组成的“今潮8弄”，
成为一处城市文化新空间。这里有熙
熙攘攘的文艺小清新市集，有利用英
式老建筑外墙和开放式广场打造的沉
浸式舞台。百年前吸引鲁迅等文学家
的石库门建筑群，展现新的魅力。

“弄堂舞台”里也常有水准一流的
公益性演出：海派芭蕾的惊艳腾跃、

“昆曲王子”张军穿云裂帛的演唱会，
让上海老少市民趋之若鹜。

位于上海规模最大的历史风貌保
护区——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
区内的武康路安福路，全长 1500 多
米。从造型别致的武康大楼，到黄兴、
巴金等名人故居，这条散发着浓浓文
化气息的马路，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
的地方。

中西合璧的海派文化是武康路
安福路的鲜明标识，也带来了商业创
新的能量和消费市场的体量。“2021
年，我们把线下第一家店开在安福
路，就是看中了这里的文化和调性。”
新消费咖啡品牌三顿半公关负责人
梁笑说。

百余年来，上海是世界了解中国
的窗口，它亦向世界展示当下中国的
活力包容和面向未来的生机勃勃。

在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曾
在上海生活多年的希腊电影导演瓦西
里斯·希洛斯以这座城市为灵感，拍摄
了都市风光爱情影片《一日有朝》，讲
述一位希腊男子在上海邂逅并爱上一
位美丽的中国小提琴演奏家的故事，
光影呈现出这座摩登城市一天 24 小
时内的变化。

“迷人的老建筑，活力新都市，浓
郁生活气息。”和许多生活在上海的老

外一样，瓦西里斯·希洛斯热爱这座城
市的许多细节。在他眼中，上海有自
身底蕴，更在不断地吸收、学习、创造。

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是上
海特有的城市符号，也是上海显著的
文化地标。江、河之畔，“文化磁场”处
处可见。

汇入黄浦江的苏州河自西向东，
九曲十八弯穿过城市心脏地带。河
岸一座半岛上，1933年建成的上海啤
酒厂灌装车间已改造为环保主题公
园，向市民游客讲述着苏州河的前世
今生。

黄浦江畔正形成一条新的生活
“秀”带：曾经的祥泰木行如今已是杨
浦滨江人民城市建设规划展示馆；当
年“远东最大制皂厂”的生产原址，也
变身为“皂梦空间”白七咖啡馆；机器
轰鸣的国棉十七厂，现在是游人如织
的上海国际时尚中心。2022年，上海
文化创意产业总产出占全市 GDP 的
13%左右。

城市文化赋能经济脉动的同时，
也在赋予这个城市新的面貌。从去年
到今年，上海博物馆“从波提切利到梵
高”大展，与外滩东一美术馆来自意大
利乌菲齐美术馆的罕见波提切利文艺
复兴真迹遥相呼应；一江之隔的浦东
美术馆，来自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时
间的轮廓”展以及来自西班牙提森博
物馆的艺术珍藏陆续上新。

今年，外滩一座拥有 120 年历史
的文艺复兴府邸式老建筑被“焕新”
为“上海外滩艺术中心 185 空间”，推
出了名为“雅努斯的界面”的当代艺
术展。

“上海的每一座百年历史建筑都
拥有独特的文化底蕴。我们期待让老
建筑碰撞当代艺术，创造出新的文化
磁场。”青年策展人祝羽捷说。

黄浦江蜿蜒而过，汇入长江，融
入东海。有“魔都”之称的上海，海纳
百川，开放创新，正焕发出不一样的

“魔力”。 ■孙丽萍 郭敬丹 郑钧天

上海百年建筑群里的“文化磁场”

黄浦江畔正形成一条新的生活“秀”带：曾经的祥泰木行如今已是杨浦滨江人民城市建设规划展示馆；当年“远东最大制皂
厂”的生产原址，也变身为“皂梦空间”白七咖啡馆；机器轰鸣的国棉十七厂，现在是游人如织的上海国际时尚中心。 ■云轩 摄

是什么吸引许多年轻人一次次拉着行李箱来上海？

据新华社 162 家博物馆总计接
待观众逾 245 万人次、上海东方明
珠广播电视塔平均每日接待游客
1.9 万人次……上海市文化和旅游
局 7 月 31 日披露的数据显示，进入
暑期以来，上海文旅市场热度强劲
攀升。

7 月 1 日至 25 日，上海 162 家博
物馆总计接待观众逾 245 万人次；预
计 8 月份沪上博物馆将接待观众超
过 285 万人次。7 月以来，在上海主
要景区中，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
平均每日接待游客 1.9 万人次，上海
豫园商城客流累计已超 400 万人次，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上海欢乐谷 7 月
接待游客量较 2019 年同期分别增长
35%和73%。

文旅融合延展文旅消费深度和
广度。上海博物馆新展“实证中国：
崧泽·良渚文明考古特展”已累计接

待观众逾 26 万人次。上海春秋国际
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导游持导游
证和基本陈列讲解资质证带团进入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
物馆）讲解，拓展展品相关知识，深受
游客好评。

“科技+文旅”拓展消费新场景、
新空间。上海天文馆（上海科技馆分
馆）近日上线“上海天文馆数字孪生平
行世界”，全面赋能科普展陈、观众服
务、场馆治理。“探秘山海经”大型沉浸
艺术展自6月底正式开幕以来已接待
线下观众超过 3 万人次，实现门票及
其他产品收入近500万元。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上海 162
家博物馆和 98 家美术馆共举办展览
670 余个，接待观众近 1500 万人次；
全市共举办营业性演出 2.2 万余场，
观众近 1200 万人次，实现票房收入
8.32亿元。 ■陈爱平

相关新闻

上海文旅消费热度强劲攀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