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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70项顶级文体旅商展活动贯穿全年，IP SHANGHAI平台为中外游客导览

相聚上海，感受中国机遇上海魅力
据文汇报 9 日举行的“相聚上

海”活动指南（2024）发布活动现场，
来自市商务委、市文化和旅游局、市
体育局的3位“城市活动推荐官”，热
情推介了今年本市重点、亮点和特色
活动。

商业：首发首展首秀首
店，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魅力
四射

“首发经济是上海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的一张亮丽名片。”市商务委副主
任刘敏介绍，今年1月至3月，全市新
设各类首店450家，同比增长55%，高
能级首店占比达到 10.9%，新设首店
的规模和质量再创历史新高。

4月底至6月，第五届上海“五五
购物节”将如约而至，这也是本市上
半年最大规模商旅文体展联动的促
消费节庆活动，将开展千余项特色活
动，推出上海夜生活节、上海环球美
食节、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上海邻
里生活节、上海绿色消费季等 15 个
标杆活动IP，为消费者带来多样化精
彩体验和重磅促销折扣。今年“五五
购物节”还将推出“爱购上海”活动项
目，进一步加强海内外宣传推介，围
绕“好来、好逛、好购”，联动各大商圈
企业、机场、航空公司、高铁、旅行平
台、离境退税商店等经营主体，让国
内外旅客来沪体验友好、便利的消费
环境。

刘敏介绍，东方航空将打造上海
和重点城市、周边国家与地区的“空中
快线”，定制超过20万套“爱购上海”
特惠机票、升舱礼遇等增值服务，并推
出机票、酒店、租车组合服务；机场集
团将以打造城市推介“第一站”为核
心，为来沪旅客推出折扣优惠、支付满
减、第三方积分兑换、商户快闪节目等
各类活动，联动线上线下共同打造热
点话题；上海铁路虹桥站5月5日当天
推出“冰淇淋初夏尝鲜”活动，冰淇淋
售货机所有冰淇淋五五折供应；中国
银行打造“中银爱购上海”主题活动，
联动超 300 家离境退税商户、超 1000
家重点商圈商户共同推出消费优惠和
购物福利。

随后，本市将接档推出全新的

城市促消费活动 IP——“上海之夏”
国际消费季，从 7 月首个周末持续
至 10 月的第二个周末，涵盖暑期亲
子度假和境外人士旅行的主要时间
段，推出一批高品质、高流量、高能
级的演唱会、音乐节、文艺演出、文
博美术大展、重大体育赛事。同时，
配套推出一系列服务举措，如打造
节庆活动智慧排片表、优化景点行
李寄存服务、推动重点场景布设外
卡 POS 机和现金零钱包、提升夜间
灯光造景、升级打造周末限时步行
街等。

市民可通过上海“一网通办”平
台、“随申办”App等渠道，查询“五五
购物节”和“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活
动排片表。

文旅：每季上新，打造一
个“永不落幕”的舞台

今年上海的节展演艺文博活动精
彩纷呈。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程梅
红介绍，在拥有159座博物馆和100家
美术馆的上海，观文博、看美展，总有
一方值得你打上“飞的”、拖着行李去
追寻热爱的天地。

作为中国唯一国际 A 类电影节
以及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视交流平
台之一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和上海电
视节两大品牌节庆，将在 6 月点燃影
迷们的狂欢。同月，被誉为“古典乐
天团”的柏林爱乐乐团将携手钢琴家
王羽佳集结世界顶级阵容，在上海驻
演近10天。

7月，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全球规
模最大、亚洲等级最高的古埃及文物
出境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
明大展》将带来 787 件古埃及文明不
同时期的文物，超过95%是首次来到
亚洲；《古波斯的荣耀：伊朗考古文物
精品展》《千年万念：陈世英半世纪珠
宝艺术展》《卡地亚：美的魔术师》也
将陆续在上博两馆亮相。上海夏季
音乐节也将如期而至。此外，明星演
唱会同样热闹非凡，既有内地的张靓
颖、焦迈奇、新裤子乐队，也有港台的
刘德华、张信哲、林宥嘉，还有来自国
外的西城男孩、Chainsmokers 等明星
乐队。

9月至10月的上海旅游节、10月
至 11 月的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11月的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
周则将集聚百场系列活动，打造全球
艺术品交易的“上海时刻”……上海如
同一个永不落幕的“舞台”，每个季节
都有独特的风采。

体育：将赛事“流量”转
化为文旅“留量”

“今年，上海计划举办全国级以上
重大体育赛事 175 项。在办赛模式
上，我们将积极创新，着力推进赛事活
动的多业态融合、多场景打造，努力将
体育赛事‘流量’更好转化为文旅消费

‘留量’。”市体育局党组副书记、副局
长陆檩重点推介了近期将举办的“奥
运会资格系列赛·上海”和F1中国大
奖赛。

陆檩说，从 4 月 16 日起，“奥运
会资格系列赛·上海”中的自由式
小轮车、霹雳舞、滑板和攀岩 4 个比
赛项目的宣传推广将以长三角为

中心辐射到全国。5 月 16 日至 19
日比赛期间，464 名世界顶尖选手
将在赛场争夺奥运资格。紧邻赛
场，“五大圈”体验区带来文化展览、
教练现场指导、参赛选手互动、打卡
留念、音乐演出等活动，市民游客也
许能近距离接触奥运冠军，击掌庆
贺。4 月 19 日至 21 日，上海赛车场
将迎来 F1 中国大奖赛 20 周年的引
擎轰鸣，同时配套举办音乐嘉年华
和汽车文化节。3 天后，上海体育博
物馆“燃擎赛道 20 年”F1 中国大奖
赛主题展也将拉开帷幕，三大展出
单元“追风之路、沪上之行、逐电之
光”，用 82 件展品和百余幅珍贵影
像展示 F1 发展史和 F1 中国大奖赛
的精彩 20 年，市民游客还能站上博
物馆特制的 F1 领奖台，复刻冠军捧
起香槟的激情瞬间。

5月3日，环球马术冠军赛（上海
站）将亮相崭新的上海久事国际马术
中心。5月25日，FE电动方程式世锦
赛首次登陆上海。“我们身边的奥运

会”第四届上海市民运动会也将盛大
揭幕。

下半年，上海还将举办世界泳
联游泳世界杯、FISE 世界巡回赛；聚
焦三大球后备人才培养的明日之星
系列赛；凸显城市内涵特质的上海
马拉松、上海斯诺克大师赛、MXGP
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
上海杯象棋大师公开赛、环上海·新
城自行车公开赛、上海电竞大师赛
等。国庆节前后，高质量体育赛事
将成为大家再次相聚的理由。9 月
28 日至 29 日，上海赛艇公开赛+苏
州河的完美组合，将打造城市风景
线；10 月 3 日至 5 日，上海超级杯带
来冰上盛宴；10 月 7 日至 13 日，全球
女子职业高尔夫顶级高手齐聚上
海，LPGA 锦标赛再度上演；9 月 30
日至 10 月 13 日，上海 ATP1000 大师
赛继续聚拢人气。此外，环崇明岛
国际自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国
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巡回赛都将于
10 月举行。 ■张天弛 张继

据解放日报 早前，一位标榜清
华大学博士和多家公司 AI 顾问名
头的百万级粉丝量博主向用户大
力推介“所有人都需要学”的 AI 入
门课程。不过，这些课程最终因贩
卖焦虑、蒙骗学员而被平台下架。
然而，AI 知识付费热潮却并未消
退，仍有大批博主在网上兜售各式
各样的 AI 课程，号称“0 基础 0 门
槛”“手把手教会”等，一节课从几
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课程可信
吗？要学吗？

在黑猫投诉平台，与“AI 课程”
相关的投诉有 2678 条，从 2023 年
开始集中爆发。在这些投诉中，

“虚假宣传”占了四分之一，主要问
题是教学内容粗制滥造，与宣传不
符。比如，有人质疑 AI 课程的内容
集中在介绍人工智能本身和一些
粗浅用法，作用不大。一些针对孩
子的 AI 课程中，并没有使用 AI 工
具，而只是具有一定交互指令的视
频内容，却被包装成 AI 美术、AI 音
乐、AI 逻辑、AI 编程等课程，看似

“高大上”，实际却与 AI 技术毫无
关系。

在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研
究院助理教授晏轶超看来，非专业
领域的普通人没必要花大价钱购
买 AI 课程。因为 AI 是一种工具，
开发它的目的就是降低专业技术
的门槛，让专业的事变得便捷化、

大众化。
比如以前想成为一名平面设

计师，可能需要先学习 PS 等软件
的 操 作 ，经 过 大 量 训 练 后 ，才 能
设 计 出 一 幅 满 意 的 作 品 。 但 现
在有了 AI 工具，人们不再需要长
时间学习，只需要输入几个关键
词，AI 就能自动生成一张设计好
的 作 品 ；如 果 不 满 意 ，那 就 再 输
入几个关键词，让 AI 修改到让你
满意为止。

他指出，AI 最大的作用就是用
简单的交互方式，实现复杂的结果。
因此，网上大量针对普通人的“小白
AI课程”本身就是一个伪概念。

普通人使用AI工具最需要学习
的，是如何精确描述出想要的内容，
与AI工具高效沟通。

晏轶超认为，人们没必要焦虑自
己会被时代淘汰，因为工作岗位都是
根据社会发展设置的，一些岗位消失
了，另一些新的岗位也会涌现。适应
时代的发展，不断调整自己才是最优
策略。

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和学习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内容，网上有很
多权威机构推出的免费 AI 课程。
比如，中国大学 MOOC（慕课）平
台，里面有北大、浙大、复旦、国防
科大等多所一流大学计算机学院
推出的人工智能课程，很多还是国
家精品课程。 ■白璐

“中国网事·感动2024”
一季度网络感动人物评选结果揭晓

普通人需不需要学习AI课程

据新华社“ 中 国 网 事·感 动
2024”一季度网络感动人物评选结果
11日揭晓。他们来自江苏、湖南、广
西、云南等地，他们中有在风雪中逆
行救援、守护群众的消防员，有探索
生态致富路、提升居民幸福指数的村
干部，有坚守大山讲台几十年，用爱
点亮山区孩子希望的乡村教师……
他们面对难题总会担责于身、履责于
行。他们犹如锦簇繁花，装扮至美的
人间四月天。

“向风雪逆行的守护者”饶磊
乐。群众被困山中，湖南长沙县福临
镇专职消防队副队长饶磊乐带领 2
名消防员在冰雪中披荆斩棘8小时，
徒步行走实施救援，将被困的满月婴
儿和家人成功救援下山。

“圆梦山里娃的教师夫妻”张泽
龙、文华菊。为了圆梦山里娃，张泽
龙、文华菊这对教师夫妻和同事一
起，自己动手修路、拉水管、架电线、
修建教学楼，努力改变山区孩子的学
习环境。夫妻俩走村串户搞家访、做
宣传、送爱心，先后出资 9 万多元资
助贫困学生200余人次，想方设法不
让一个孩子辍学。

“开过航母的村支书”徐玲。徐
玲曾是中国首位航母女舵手，退役之
后她在村党总支书记的岗位上，肩负

起强村富民的重任，带领村民发展特
色产业、打造幸福村居。

“硬核老船长”黄庚有。16年来，
黄庚有长期驻守邕江负责辖区39公
里水域的水上执法、治安防控、抗洪
抢险、救援打捞、安保执勤、安防宣传
等任务。他参与执法行动340多次，
救起落水群众 200 多人，曾创下 170
天不下船纪录。

雪夜救人“的哥”胡爱军。出租
车司机胡爱军载着妻子和两个儿子
驱车从长沙赶往湘乡老家的路上，意
外发现一辆小车四轮朝天、深陷水田
之中，车内一家四口需要帮助。胡爱
军一家全员上阵，救出车里被困人
员，并帮助打捞车内物品，陪伴他们
等交警到场才悄然离去。

“扎根深山 40 载的教师”潘从
汉。自 1983 年起，潘从汉先后在广
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和平乡龙脊山寨6
所学校任教，退休后继续为孩子点亮
成长之路。他 40 年如一日，将宝贵
的青春奉献给大山的教育事业，用爱
托起大山的希望。

公益“痴人”邓永平。2014年，一
次偶然的机会，邓永平成为公益寻亲
组织志愿者。也是从那时起，他把业
余时间奉献给了那些寻找失散亲人
的家庭。从事公益事业并非一帆风

顺，面对质疑，邓永平虽然感到委屈
和不解，但是动摇不了他继续寻找的
决心。

“危难显身手”孙明胜。一辆面
包车失控撞树冒出滚滚浓烟，车上人
员被困。危急时刻，孙明胜挺身而
出、出手相救。他冒着浓烟将司机和
后座已经昏迷的人员拉出车外。车
内火势愈加猛烈，孙明胜救人过程中
手被灼伤，但顾不上疼痛，急忙将车
内被困人员拖拽至离车更远的路边。

“用热血为生命加油”史建中。在
距60岁生日不到5天的时候，史建中进
行了第158次献血。从1999年至2023
年，史建中累计献血总量达60900毫
升，点亮了受血者的生命之光。

“逆行”书记杨海彬。喊别人离开，
自己却在往里冲！危化品运输车爆燃
后，杨海彬冒着可能有二次爆炸的危
险，毅然奔赴现场开展救援。他的“逆
行”之举，诠释了青年的担当精神。

“中国网事·网络感动人物评选活
动”由新华网、新华社“中国网事”栏目
承办，自2010年起已举办十四届。该
活动以普通百姓为报道和评选对象，
由新华社记者走访基层挖掘感人故
事，不同机构推荐候选人，发动网民通
过新媒体方式进行线上、线下评选并
举行年度颁奖典礼。 ■刘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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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钟，“圈”出怎样的“诗与远方”
编者按

“诗与远方”是很多人的向往，然而在杨浦，这样“向往的生活”并不遥远，常常在家门口发生。
社区规划师“精雕细琢”，一块全新的“自留地”在老小区诞生，不仅是居民们分享交流园艺的共享空间，还成了承载社区记忆、促进社区融合发展的自治

舞台；“妈妈的故事”在社区口口相传，美好生活的种子在越来越多孩子心里扎根；“公司楼下就有足球场”，各类运动休闲场所“见缝插针”地分布在园区各个
角落，“点一点”即可预约……

人民城市新实践，杨浦的15分钟，“圈”出怎样的“诗与远方”？

社区规划师“精雕细
琢”，一块全新的“自留地”在
老小区诞生

杨树浦路3061弄，于上世纪三十
年代建成，对居民陈伽林来说，这里是

“生他养他的地方”。社区睦邻中心门
前，复古格子地砖代替了原有水泥地
面，散落的盆栽在铁艺架上有序排开，
构成“芳香一隅”……这是今春陈伽林
和他一众老邻居眼中的社区新面貌。

如果建筑论年岁，那么杨树浦路
3061 弄的老式花园洋房已经到了鲐
背之年。近日，定海路街道社区规划
师的新项目，让这位“鲐背老人”变得
愈发“鹤发童颜”。

“经过对于排水沟、街角绿化等的
设计改造，这里既有雨水花园蓄水的
作用，又能疏导排水……”熊煜，是同
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戴
代新工作室成员，他正在为记者介绍
的就是近日刚落地杨树浦路 3061 弄
的“市民园艺中心”。熊煜告诉记者，
社区规划师团队想通过这样一个个微
小的“点”，让无废、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辐射到整个社区。

打造宜居社区，总是围绕居民的
需求展开，人人参与是关键词。这个
园艺中心，从规划、设计到实施、项目
落地……全过程都糅合了社区居民的
意愿和想法。

记者注意到，“疗愈廊道”和“疗
愈菜园”区域设置了大量“留白”，现

场只有铁艺花爬架和小木桩。“这些
‘留白’，是留给居民填空的。除了种
植花花草草，还可以开展科普讲座、小
集市、爱心物品交换等活动，让居民充
分发挥创意，挖掘‘留白’的潜能，也算
一个社会创新的课题吧。”戴代新工作
室成员肖怡洁说。

在陈伽林的口中，以前这里是被
人“忽略不计”的社区一隅，“就是一块
不起眼的小地方，但把它利用起来，就
不一样了。”“不一样”，除了整体面貌
的焕然一新，还在于内核的焕然一
新。“市民园艺中心”，不仅是居民们分
享交流园艺的地方，还是承载社区记
忆、促进社区融合发展的自治舞台。

十七棉第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钱芳坦言：“其实，园艺中心在开工
前，有些居民是不看好的，他们不太
理解为什么要花那么大力气整治这
块‘边角料’。现在，居民们种下的葡
萄已经长叶了，下面还有菠菜等绿叶
菜……眼见为实，如今的新面貌很多
人看了都大吃一惊，说这个通道让人
感觉很舒服。”

旧貌换新颜，是一个慢慢变好的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居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得以不断提升。“有了涂鸦之
后，再增加一点花花草草就更赏心悦
目了。一年学种花，三年学浇水，种植
很有讲究。前期，同济大学团队还过
来给我们上课，内容很丰富，学到了很
多。”陈伽林说。

春耕、秋收，在杨浦，“15 分钟社

区生活圈”的景色将越来越宜人，越来
越多居民将在“自家后花园”迎来丰收
的喜悦。

“妈妈的故事”口口相
传，美好生活的种子在越来
越多孩子心里扎根

前不久，金融业“金领”、二娃宝妈
邱玲以“新身份”——香阁丽苑“超能
妈妈团”团长，在长海路社区“出道”。
在为孩子们读绘本、制定活动规划的
过程中，她深刻认识到，“社区自治，哺
育的是双方。我给社区家庭带去了快
乐，我的两个孩子也获得了成长助推
力，变得更融入社会，更加开朗。”

与邱玲经历相似，上海杨浦区海
芽家庭教育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海
芽”）理事长翟怡从事的也是金融行
业，凭着满腔热情投身公益领域，“无
心插柳柳成荫”，挖掘出了一批“公益
妈妈”。其中，“故事妈妈”形成了品牌
效益，已经闯出杨浦，在全市“开花”。

翟怡至今还记得，多年前，她和
邻居们聊天，发现一个共性问题——
从小朋友放学到父母下班到家之间
存在一段“空档期”，这对孩子们来说
很“难熬”。热心的她提议，可以把孩
子们集中到社区睦邻中心，请老师带
大家做做活动，各家分摊费用。至于
安全问题，他们可以每天排班让家长
志愿者到场，充实孩子们每天放学后
的两小时。

2017年，翟怡和社区里的几个宝

妈成立了自治社团，每天开展英文故
事绘本精讲等活动。自治社团深受社
区家庭欢迎，不仅参与的小朋友从几
个增至几十个，家长志愿者也越来越
多，队伍越来越壮大。

社团火了，是不是应该进行正规
管理？于是，翟怡决定开办一个社会
组织，为社区公益贡献力量。在区民
政局和区妇联的共同关心与扶持下，
海芽的雏形诞生了。在做公益的过
程中，翟怡了解到，原来社会组织还
可以承接公益项目。由杨浦区妇联
培育打造的“公益妈妈大联盟”项目
便缘起于此。

“公益妈妈大联盟”中，“故事妈
妈”，可以说是海芽一手从零发展培养
起来的“龙头”队伍，2019 年开始组
建，目前已有 60 多位成员，来自各行
各业。

2023年，在杨浦区公益创投大赛
和延吉新村街道的共同资助下，海芽
的“小小绿色实践家”项目让“咖啡
渣”焕发新生，引导亲子家庭投身绿
色实践。

孩子们来到家门口的咖啡店收集
咖啡渣，在家晒干咖啡渣后，制成彩色
香囊，挂进社区睦邻中心，有防潮除味
的作用。周末，海芽还开展“咖啡渣”
沙画创作、图书漂流等活动，鼓励孩子
们引领家庭，成为绿色生活的传播者、
践行者。“儿童友好，除了硬件、软件方
面的不断提升，还要激发儿童参与社
区治理的热情。”翟怡说。

“故事妈妈”的足迹不仅仅限于杨
浦，她们为全市多个社区提供志愿服
务。“故事妈妈”所做的也不仅仅是说
绘本，她们将故事与文明城市的生活
实践紧密结合，向孩子们传播文明养
宠、低碳减排等理念。

翟怡表示：“2024年，希望更多孩
子参与社区公益服务，‘共享共创共建
美好生活’的种子，在更多孩子心里生
根发芽，让绿色生活与‘儿童友好’理
念双向奔赴。”

“公司楼下就有足球
场”，各类运动休闲场所“见
缝插针”地分布在园区各个
角落，“点一点”即可预约

互联宝地杨浦园园区白领方懿
是足球爱好者，园区里由下沉式广场
草坪改建而来的 5 人制足球场，很受
方懿的青睐。“以前踢球的频率比较
少，两周踢一次，现在公司楼下就有
足球场，所以我们基本一周踢一次。”
方懿说。

今年，互联宝地杨浦园推出全新
的运动场地预约服务。打开园区小程
序，使用者即可预约，首次注册预定还
能免费。

园区白领邵芸大学时是校女足
队员，现在依然保持着踢球的习惯，

“这项运动让我忙碌之余可以放松心
情，缓解压力，然后更好地投入到工
作中。”

互联宝地杨浦园（商业）负责人蒋
霞君介绍，除了足球场，目前互联宝地
杨浦园设有免费对外开放的户外篮球
场、乒乓球馆等；还有羽毛球馆、板式
网球场、健身房、密室逃脱等休闲娱乐
场所，“见缝插针”地分布在园区各个
角落。

据悉，今年，互联宝地杨浦园还计
划引进生鲜集市、Livehouse、艺术展等，
满足市民餐饮娱乐需求，并利用已有运
动场地，举办各类体育赛事，邀请热爱
运动的企业员工和市民免费参与。

■记者 汤顺佳 王歆瑜 毛信慧

相关新闻

“15分钟社区生活圈”不仅是简单的时空边界，
更被强调为一个多功能系统的结构

“一圈多能”正在遍地开花。日前，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今年“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方案，全年计划
推进建设3800个以上项目（项目包），并
实施十项行动，包括特色空间塑造、美
好社区先锋、社会协同联动、城市治理
提升、数字赋能服务便利等。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不仅是简
单的时空边界，更被强调为一个多功
能系统的结构。规划部门聚焦解决

“急难愁盼”民生难题，加强项目建设
实施力度，推进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
建设。今年上海计划推进 40 个单位
附属空间开放，在 100 个社区开展嵌
入式服务设施示范试点，布局实施不
少于30个先行试点项目。

2014 年，上海率先提出“15 分钟

社区生活圈”概念；2016年，制定发布
《上海市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
则》，并纳入“上海 2035”总体规划。
经过多年持续建设，上海逐步将便捷
的社区生活“圈”在 15 分钟可达范围
内，不断完善“圈”的内涵，努力让居民
的幸福近在咫尺。

在完善一个个“15分钟社区生活
圈”的过程中，上海也着力开辟“小
而美”场所，承载更多可能。今年，
上海将重点推动建设一批以党群服
务中心为基本阵地的一站式综合服
务中心“人民坊”和小体量服务空间

“六艺亭”，计划新建改建“人民坊”
不少于 110 个，新建改建“六艺亭”不
少于50个。 ■史博臻（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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