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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记者 毛信慧 文/摄

本报讯 为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
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助力打响“上海文化”“上海旅
游”品牌，19日开幕的本届上海旅游
节杨浦区活动，共推出 4 大板块、21
项活动，着眼新发展格局、推广新技
术运用、适应新人群需求，以节庆活
动促进流量导入，以欢乐旅行赋能城
区美好，以品质供给满足人民期待，
生动演绎人民城市的幸福图景。

“最杨浦·青春飞Young”系列活
动包括开幕仪式、花车大巡游和红色
景点自拍及攻略设计大赛。其中，以

“强国复兴有我”为主题的大学生红
色景点自拍及攻略设计大赛，由上海
各大高校学生为上海红色景点进行
视频创作，一起探寻上海各区红色景
点中的历史故事，记录在红色景点参
观学习的心得体悟。

“最美妙·品味艺术”系列活动包
括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杨浦分展区、
秋是国际戏剧节、第九届上海街艺节
杨浦专场系列演出和“且听江潮乐”
杨浦艺趣文化生活节秋·音系列活
动。

其中，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杨浦
分展区以共育相生为主题，聚焦“低
碳未来”和“绿脉共生”，将策划杨浦
低碳实践案例展、自然生态公园展等
内容。

首届秋是国际戏剧节将在十月
拉开大幕，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新
西兰的8台24场重磅好戏登场，其中
1 台为世界首演，4 台为中国首演，2
台为上海首演，类别涵盖音乐剧、肢
体剧、偶剧、现代舞等多种形态，除剧
目展演外，还将举办主题讲座、文艺
体验、后台导览等丰富的延展活动，
展现YOUNG剧场充满年轻力和创
新力的文化地标新样貌。

第九届上海街艺节中，专业持证
街头艺人将开展杨浦专场系列演出，
集音乐演奏声乐朗诵、舞蹈表演等一
系列活动的文娱演出，将为社区居民
带来喜闻乐见、脍炙人口的精彩文化
表演。

而作为杨浦艺趣文化生活节秋
季推出的重要板块，秋·音系列活动
将在杨浦滨江开展为期 2 个月的专
场演出，每周六周日 2 场小型音乐
会，以“且听江潮乐”为主题，通过当
代流行乐的音乐元素和民乐等传统

文化元素，以2到5人左右的东西方
器乐组合，演绎“传统与新潮”交融的
经典国风音乐，展现传统民族音乐与
现代流行音乐的碰撞，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最活力·悦动生活”系列活动包
括第 21 届都市森林狂欢节、中国坐
标·上海城市定向户外挑战赛杨浦分
赛场活动和“探寻电厂秘境·共享亲
子时光”定向越野活动。

其中，城市定向户外挑战赛杨浦
分赛场活动将打卡东方渔人码头、黄
浦码头旧址、国歌纪念广场、江湾体
育场、上海国际时尚中心、杨树浦电
厂遗迹公园等杨浦不可移动文物，发
现城市新空间，让参赛选手们在尽情
享受户外运动乐趣的同时，感受杨浦
百年历史文脉，在城市赛道探寻杨浦
发展变迁的独特魅力。

“最时尚·潮流游购”系列活动包
括“乐游大创智 欢购在东方”大学路
线下集市和杨浦滨江头号星球。其
间，东方购物联合创智天地，联合策
展举办“乐游大创智，欢购在东方”大
学路线下集市。在上海国际时尚中
心，可打卡“头号灵感玩家”主题互动
展等，百家品牌特惠低至1折起。

上海旅游节杨浦区活动开幕，20余项活动将持续至年底

探百年文脉听江畔潮乐逛线下集市

■记者 陈涛 王子亮 文/摄

本报讯 9月16日、17日，为期两
天的 2023 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酷
草杯”上海新闻媒体足球邀请赛，在
世界级生态岛崇明揭幕。

来自上视SMG融媒体、SMT（上

海东方传媒技术有限公司）、上海体
育记者联队、闵行区融媒体中心、杨
浦区融媒体中心、江苏省南通市海门
区融媒体中心、浙江省嘉兴市新闻传
媒中心和崇明区融媒体中心的 8 支
媒体参赛队、120 多名新闻工作者，
以赛为媒、以球会友。

长三角媒体人“以球会友”

（上接第 1 版）涉及面广、要求高、难
度大，有许多问题要解决。

“小区地块面积小，又紧邻中环，
对新建建筑的高度存在限制，还要考
虑到周边建筑的光照等问题。容积
率、楼间距等拆除重建项目方案各项
规划指标都要做到极致。”五角场街道
党工委书记周灵说，“但同时，小区居
民户数又多，老年居民、生活困难居民
多，还有不少空关房、出租房，签约工
作也很难做。”

87 岁独居老人郑阿婆身体不太

好，担心一旦施工
期间迁出去就难

再“回来”；独居老人邵爷爷搬离老房，
在松江某镇居住……在区成套办的指
导以及卫百辛集团、杨浦一征所的支
持下，五角场街道组建东郸拆除重建
工作专班和 7 个包保小组，由处级干
部带头上阵，“5+2”“白+黑”，帮助居
民解决实际问题，为有需要的家庭排
忧解难。

他们为郑阿婆讲解项目具体情
况，了解郑阿婆的想法，帮老人配药、
贴药膏、送饭、送水，终于获得老人的
认可；在邵爷爷所在地村委会，他们与

老人积极沟通，化解他心里一直存在
的心结，最终完成了签约工作。“要换
位思考，充分理解群众诉求。”工作人
员王侃说道。

同时，小区的热心居民也为工作
的开展贡献了力量。居民阿史 3 岁
始就居住在此，62岁的他在小区里人
缘很好，颇受街坊邻里的信任，居民
杜先生从小就住在东郸小区，签约
后，他们和好朋友一起，与未签约的
邻居交流沟通；小区里先签约的居民
起了“领头雁”效果，居民沈叔叔发起
倡议，请各位邻居为了居住环境的改
善行动起来。

在实现成套独用、功能设施完
善的基础上，杨浦区成套办、区房
管局、卫百辛集团在区域规划与居
民需求中寻找平衡点，方案前后进
行了近 20 稿修改完善、历经近百场
各级别专题研讨会，最终形成定稿
方案。

重建完成后，东郸小区所在地将
崛起5幢住宅楼，其中2幢8层、1幢9
层、1幢23层、1幢28层，还会新建1幢
3层社区配套用房，并新增变电站、智
能快递、垃圾房、门卫及地下车库等建
筑。项目拆除建筑面积 17034 平方
米，新建总建筑面积37300平方米，其

中地上建筑面积 30900 平方米，地下
建筑面积6400平方米，机动车停车位
约120个，改造后总套数688户，共有
9种户型。

上海卫百辛建设发展公司副总经
理胡茂华介绍，在新东郸小区的设计
上，将坚持“以人为核心”，充分利用地
块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周边配套
设施，建设高科技、智能化与绿色生态
的高中档生态住宅。同时，充分利用
现状，调整和增设绿化，提升小区的配
套服务功能，改善小区原道路交通系
统，新增地下车库，彻底改善小区居民
的居住环境。

（上接第 1 版）传统设计、建筑业企
业的成长曲线与大环境的变化息
息相关，尤其受到地产行业的周期
性波动影响。当前，现代设计行业
正发生着巨大调整，智能建造作为
一种划时代的变革正引领着行业
的发展。

在国家层面上，2020 年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等十三个部门联合印发
的《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
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应大力
发展智能建造，加大智能建造在工程
建设各环节的创新型应用。今年，上
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也发布了《上
海市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
案》，提出以绿色低碳转型为引领，推
动智能建造与绿色低碳融合发展。

如何以技术创新推动未来产业
建设，进一步激发环同济创新策源能
力，培育区域发展新动能，共同推动

“环同济千亿级”现代设计产业集群
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与跨越？

“现阶段，同济大学科技园正全
方位提升创新产业竞争力，着力打造
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同济大学人工
智能等领域的学科优势，用‘智能+’

‘互联网+’赋能传统产业，推动传统
优势产业智能化升级与产业链延
伸。”上海杨浦同济科技园有限公司
总经理钱学标透露，未来，园区将围
绕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打造涵盖设
计、设备、工程的智慧城市、智能建造
产业圈，构建“智慧杨浦”新引擎。

建设未来产业科技园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年底，由同

济大学、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上

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
共同建设的“同济大学

自主智能未来产业科技园”，入选国
家首批未来产业科技园建设试点。

同济大学自主智能未来产业科
技园由校、地、企三方协同建设，将着
眼未来科技产业重点方向，以人工智
能交叉学科赋能土木、建筑等传统优
势学科为基础，构建基于“自主智能”
技术底座的“智能建造”和“智能交
通”两大未来城市应用场景。其中，

“智能建造”未来产业科技园由同济
大学、杨浦区政府和中建集团等科技
领军企业紧密协同、共同推动，并通
过园区承载和服务。

建设未来产业科技园，是国家前
瞻布局未来产业的重要举措。目前，
园区已开辟了智能建造未来产业科
技园载体空间，打造智能建造方向的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应用平台；探
索制定自主智能未来产业科技园优
秀毕业生专项扶持政策，建立面向学
校学生和教师群体、面向领军企业团
队、面向社会专业人才等的分类促进
政策；举办智能建造方向的创新创业
大赛，进一步集聚创新创业资源；健
全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组建成果
转化概念验证基金，设立“同济致蓝”
概念验证中心，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

钱学标表示，接下来，园区将进
一步深化贯彻落实区委全会精神，以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和成果转化为基
础，加快创新要素集聚，打造未来产
业创新和孵化高地，抢占未来发展制
高点，集聚领军人才，引领中小企业
共同开发、共创生态，奋力推进杨浦
创新发展再出发。

（上接第 1 版）安徽省滁州市非遗传
承人代表，也带来了对上海大学生旅
游节美好的祝愿，共同推介文旅资
源、展示非遗文化，增强地区合作、共
谋未来发展。现场，沪上高校留学生
与滁州市非遗传承人互动学习凤阳
花鼓表演，表达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

的热爱之情。
据悉，上海大学生旅游节是上海

旅游节杨浦区活动的特色品牌，为全
国首创。自 2013 年以来，杨浦不断
提升上海大学生旅游节的内涵和品
质，逐步成为展示杨浦文旅特色的窗
口和名片。

当天晚上8点，16辆花车从黄兴
公园出发，在沿途市民的欢呼声中驶

入营口路，途经中原路、民星路、军工
路等。同时，五角场商圈“彩蛋”也上
演主题灯光秀，广大市民游客共享
美好与欢乐。作为上海旅游节传统
保留节目，花车巡游活动在暂别大
众两年后重磅回归，并首次融入AR
科技，市民扫描花车上的二维码，就
能看到独特的3D场景。

■毛信慧 李玲

（上接第 1 版）全力打造文化可传承
的城市更新示范街区与创新可持续
的数字产业总部社区，力求以“一面
科技、一面人文”精神内涵，承载继往
开来的光荣使命。

在上海科创源项目现场，薛侃听
取项目设计规划及施工进展情况汇
报，并表示，杨浦具有“四个百年”的深
厚历史底蕴，在打造人民城市理念最
佳实践地、创新发展再出发的新征程
上，各部门要注意合理规划利用历史
资源禀赋，借助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

用示范区的契机，总结凝练历史风貌
建筑保护利用相关经验，积极探索精
准保护利用新模式，注重全要素保护、
全方位赋能和全周期管理，全力将上
海科创源项目打造成为集历史积淀、
国际视野、设计创新与商业价值于一
体的科创社区典范。 ■记者 宋玥

激发创新发展再出发新动能

上海大学生旅游节开幕

如何以技术创新推动未来产业建设？

100%签约！东郸小区拆除重建项目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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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汇报 夏日将尽，City walk风
潮仍持续升温。City walk，直译过来
就是“城市漫游”，主打不花钱或少花
钱饱览城市特色，这一互联网“新梗”
爆火后不乏“群嘲”喧嚣——城市漫游
与散步+拍照有何区别？这到底是社
交流量新入口，还是盲目跟风“瞎溜
达”？质疑声泛起也引发业内更深层
思考：一波波乐此不疲的 City walk，
如何避免沦为“一窝蜂作秀”“同质化
打卡”？

随着上海旅游节拉开大幕，光是
“一江一河 海派城市考古”活动，就
策划推出了包含10条街区漫步、9条
郊野休闲在内的 19 条微游线路。“专
业化、精细化、定制化，是城市漫游新
趋势。”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汤
惟杰在接受采访时谈到，随着最初跟
风热潮退去虚火并沉淀下来，人们对
漫游路线的辨识度、审美调性的诉求
也会水涨船高，渴望进阶玩法和高阶
服务，人们在漫游时打开的不仅仅是
风景，更是对城市生活的深层理解与
想象。“日益增长的市场多样化需求，
必将催生出更多专业机构和人士投

身到城市漫游的系统深度开发中，借
此挖掘捕捉当代年轻人对品质休闲
生活的个性化需求，有望撬动城市文
旅开发新空间。”

重组对城市的想象，原
来“生活不在别处”

“我在某某路很想你”“想你的风
还是吹到了这里”等网红路牌，几乎
高频霸占了多地的旅游景区、网红路
段；高度雷同的“同一角度拍出大片”
的流水线式美图，慢慢丧失了找寻
新鲜感的出发初心……当越来越多
年轻人厌倦了走马观花式景点拍照
游，或日行三万步的特种兵式打卡，
城市漫游中的参与感和个性化体
验，更契合 Z 世代对松弛感、慢节奏
生活的向往。

据《2023小红书City walk趋势报
告》显示，上海是被人们 walk 最多的
国内城市；光是小红书平台已有超50
万篇相关笔记，今年上半年City walk
相关搜索量同比增长超 30 倍。与三
五好友走过转角咖啡馆，在梧桐树影
下感受阳光斑驳，阅读小马路上老建

筑串起的海派史……看似习以为常
的生活场景，记录了城市发展脉络，
也蕴含着上海的独特气质。当这届
年轻人需要一场慢行走来缓解“精神
内耗”，重新发现“附近”的美好时，特
色马路如毛细血管般分布着的上海，
成了“步行友好型”城市的绝佳选项。

为了留存城市历史风貌，沪上64
条“永不拓宽”的马路及周边建筑群更
是漫游宝藏区域。“徐汇区私藏徒步路
线分享”“这条路线藏着上海一半的历
史 ”“ 不 想 人 挤 人 ？ 兜 马 路 有 秘
诀”……社交平台上一篇篇图文笔记
或短视频背后，是人们尝试用脚步建
立起与一座城的深度链接，沉浸式感
知城市跳动的脉搏，发现原来“生活不
在别处”，进而拥抱近在咫尺的“诗与
远方”。漫步中，不急着赶行程，不蜂
拥网红地，恰如网友“比利在发呆”留
言：也许城市漫游的风靡是大家在琐
碎繁忙中寻觅诗性的出口，重组对城
市的想象。

近年来，以城市徒步线路为线索
的人文普及读物也层出不穷。从“城
市行走书系”“上海马路丛书”，到专业

建筑师创作的“城市风景线·徒步上
海”系列丛书等，都力求还原日常庞杂
景物遮挡中的历史建筑，解锁看城市
的新视角。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教授路秉杰认为，漫游城市时不
妨用中国传统“游园”精神——以从容
悠闲的心态，将多层次场景转化成一
段段往复折返的线性体验。

其实，城市漫游最早可追溯到波
德莱尔生活的时代。在 19 世纪上半
叶的巴黎，起源于18世纪末期的拱廊
街得到了大规模修建，引得波德莱尔、
狄更斯等文学家和艺术家逗留于此。
拱廊街作为室内与户外间的第三方空
间，被作家本雅明视为一种城市创造
性的可能，流连其中的“漫游者”也成
为现代精神的缩影。在建筑师王承看
来，城市漫游强调非功利性，不以打卡
为目标，也不津津乐道于奇闻趣事，而
是在一种悠闲状态中，通过个性化观
察了解城市多面魅力，“类似于本雅明
提出的‘城市漫游者’，他们甚至可以
牵着乌龟在巴黎散步”。

简单打卡这一同质化行
为，如何迭代至文化旅游多
元体验的更高阶方式？

城市更新趋势下，未来文旅产业
如何寻觅新商机？以 City walk 为代
表的城市漫游策划，或能带来城市IP

“出圈”新契机。
去惯了千篇一律的商场和被消费

主义填满的空间，年轻人更倾向穿梭
在城市文化肌理中去阅读历史、理解
建筑。翻阅大量漫游笔记，大学路、淮
海中路、武康路等马路被置于C位，咖
啡馆、书店、市集等关键词串起不一样
的人文体验，城市IP由此有了更具象
鲜活的沉浸式场景，令人窥见上海的
丰富面貌。相较单一探店打卡，拥有
更高点赞数的笔记往往串联起小店与
所在街区的关联，梳理出相对清晰的
漫游地图——“短短 200 米小马路何
以长出三家特色书店？”“四川北路一

南一北两家书店遥相呼应，有着怎样
的相似基因？”“安福路火起来靠什
么？怎么逛最能get到精华”等精心设
计的路线背后，折射出市民游客对公
共文旅消费的精细化新需求。

“不论是相对小众的‘城市考古’，
还是大火的城市漫游，都是人们追溯
城市记忆的方式。”城市考古创始人徐
明近年来带团队在上海各街区开展形
式多样的文化项目，尤其侧重正在改
造中的历史城区，以展览、工作坊、研
学会、读书会、口述史采集等形式，尽
可能实践在地文化的挖掘，留住更多
城市记忆，“希望在‘城市考古’过程
中，激活更多人重新对所在城市产生
归属感，重新产生文化业态和生活业
态的聚集。”最新一期“城市考古”路
线从淮海中路 1877 号出发，主题为

“福开森路风月谈——文人艺者的恋
恋风尘”。据团队透露，从今年开始，
多了不少外地来沪出差或旅行的用
户报名线下活动。“前不久有个女孩
从大连来上海出差，趁着工作间隙连
报三场‘城市考古’活动，然后匆匆赶
赴机场返回。”

当更多沉浸式体验式漫游路线出
炉，一座城市的内在气质和文化底蕴
愈发“圈粉”。业内人士表示，城市考
古不是专业考古人士的专属，每位市
民游客都可以在阅读城市、行走城市
的过程中，发现不曾被发现的都市文
化资源，挖掘整合小众的旅游攻略，让
人们从简单的网红地打卡这一同质化
行为，迭代至文化旅游多元体验的更
高阶方式。

也有网友建议，是否可以推出不
同漫游路线相应的线上小程序、客户
端应用，让实体公共文旅体验与数字
交互相结合，线上线下沉浸式推动文
旅消费，打破传统壁垒。这无疑需要
城市管理者不断创新思维理念，以绣
花功夫借城市漫游风潮助力城市 IP

“出圈”，擦亮更多文化名片。
■许旸 阮煜芳 施意

特色马路如毛细血管般分布着的上海，成了“步行友好型”城市的绝佳选项

城市漫游，打开的不仅仅是风景

翻阅大量漫游笔记，大学路、淮海中路、武康路等马路被置于C位，咖啡馆、书店、市集等关键词串起不一样的人文体
验，城市IP由此有了更具象鲜活的沉浸式场景，令人窥见上海的丰富面貌。相较单一探店打卡，拥有更高点赞数的笔记
往往串联起小店与所在街区的关联，梳理出相对清晰的漫游地图——“短短200米小马路何以长出三家特色书店？”等精
心设计的路线背后，折射出市民游客对公共文旅消费的精细化新需求。 ■宇文昊 王子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