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10.17 星期四｜责任编辑：顾金华 视觉编辑：邱丽娜
第6版

健康

据解放日报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
10月7日宣布：美国科学家维克托·
安布罗斯和加里·鲁夫坎因发现微小
核糖核酸（miRNA）及其在转录后基
因调控中的作用而获得2024年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消息传来，国内相关领域专家纷
纷表示祝贺并称之为里程碑事件，堪
称现代生物学的又一重大发现。
miRNA的发现为人类探索生命现象
本质及普遍规律发挥巨大作用，且具
有广泛应用前景。

超前研究“寂寞七年”
miRNA 全名是 microRNA，即

真核生物中一类内源性的小非编码
RNA。1993 年，安布罗斯和鲁夫坎
分别领导的两个实验室在线虫中发
现了名为LIN-4的基因。这种基因
并不编码蛋白，而是表达一种长度为
22 核苷酸的小 RNA，这种小 RNA
可以抑制一种核蛋白 LIN-14 基因
的表达从而调节线虫的发育。科学
家们由此推测：这种抑制机制在于
LIN-4 能够与 LIN-14mRNA 的 3’
UTR区域上独特的重复区域互补。

不过，这一发现当时只是被视为
特例存在。直至七年之后的 2000
年，第二个被发现的miRNA被命名
为LET-7，长21核苷酸，由鲁夫坎在
对线虫的研究中发现。与LIN-4类
似，LET-7 也能通过结合在一些靶
基因 mRNA 的 3’UTR 区域从而调
节线虫发育。基于此，两位科学家意
识到，这是一种普遍的基因表达调控
机制。

此 后 几 年 里 ，成 千 上 万 的
miRNA 在各种物种（包括人类、小
鼠、大鼠、果蝇、斑马鱼、拟南芥、水稻
等动植物的几乎所有类群）中被发
现，为科学研究开辟了一片全新而广
阔的空间。

两位科学家率先发现 miRNA
及其在基因表达调控中的作用，这也
是现代生物学中心法则之后又一个
重大发现。上海科技大学生命学院
刘如娟告诉记者，“miRNA在医学、
农学领域都将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前
景可期。目前尽管 FDA 尚未批准
miRNA相关药物，但已有在临床试
验阶段的药物，且miRNA已应用广
泛，在包括检测技术、生物学诊断等
领域崭露头角，许多实验室都会涉
及，未来miRNA还将呈现出更大科
学价值。”

“此次诺奖花落两位知名科学
家，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我们没
有看见的东西，不等于不存在。”中
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

心（原中国科学院生化细胞科学研
究所）研究员吴立刚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吴立刚曾在哈佛医学院做学
者，导师与安布罗斯一度共事，“当
时我导师是教授，安布罗斯是助理
教授，他的实验室研究出重要调控
因子时，最后发现与想象差距很
大。一开始以为会是激酶或者蛋白
质在调控，并没有想到只是小小的
miRNA。此后七年也没发现第二个
miRNA。安布罗斯也在 1994 年离
开了哈佛医学院，由此可见，当时最
权威最主流的学校也未必看好这一
研究”。

直至七年后，鲁夫坎教授找到了
LET-7，这一 miRNA 在果蝇、小鼠
等物种中表现都不保守，许多科学家
推测miRNA还有许多重要功能，至
此 人 类 迎 来 miRNA 的 大 发 展 阶
段。吴立刚说：“从两位科学家的经
历来看，有时科学发现太超前，就要
忍耐寂寞许多年，这也正是科学家需
要坚持的原因所在。”

具有广泛应用前景
miRNA能为人类带来什么？胚

胎发育、细胞凋亡、肿瘤生长……
miRNA 参与一系列生理与病理过
程，各种遗传、代谢、传染病与肿瘤相
关的 miRNA 或成为可靠的疾病生
物标志物。目前 miRNA 在诊断和
治疗癌症、肝脏疾病、神经系统疾病、
传染病、冠心病和代谢疾病等慢性疾
病方面已展现出潜力。

而今依旧有全新的 miRNA 被
不时发现。据统计，数据库miRBase
收录的 miRNA 条目数从 2002 年的
218个增加至2023年的271个物种，
涵盖几万条记录，仅人类基因组所编
码的miRNA就已经达到1917个。

来自中国上海的科学家也在相
关领域不断进取。记者了解到，中国
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药物安全评
价 研 究 中 心 团 队 ，首 次 发 现 了
miR-145 可 通 过 直 接 靶 向 抑 制
MRP1，增强阿霉素对耐药的三阴
性乳腺癌的作用，为抗肿瘤耐药研
究提供了新靶点、新机制和新的治
疗手段。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九人民医院孟祥军团队，揭示了
m6A 修饰的 miR-30d 是 YTHDC1
新靶标，miR-30d 通过抑制有氧糖
酵解，可阻断胰腺导管腺癌的发生
和转移，还可独立预测患者的预
后。中国科学院院士樊嘉指导参与，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教授周俭领
衔，已构建循环miRNA肝癌早期诊
断模型，灵敏度较临床常用甲胎蛋白
（AFP）提高30%。 ■顾泳 黄杨子

天气由凉转寒。医学专家提醒，寒冷是心血管病加重的诱因之一，患者可
从穿衣、起居、饮食、运动等方面采取措施防止发病或病情加重。专家还提示，
每周3至5次、每次30分钟左右的运动也可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年轻人可选
择跑步，中年人可选择快走、慢跑等，老年人可选择散步、太极拳等；运动时宜穿
着宽松透气的衣服，出汗后应增添衣物，切勿着凉。 ■新华社发 李雪 作

202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

微小核糖核酸发现者获诺奖

据文汇报 人体的肠道菌群中原
来存在着一个由 284 株肠道细菌组
成的“跷跷板”，这些细菌分成两个团
队，一头是“基石功能群”，另一头是

“病生功能群”，它们相互依存、制
约。当“基石功能群”占据优势时，人
体肠道菌群处于健康状态；而当“病
生功能群”占据优势且优势越来越大
时，不但预示着人体健康出现问题，
且这些“病生功能群”也是疾病状态
的重要参与者。

由上海交通大学与美国罗格斯
大学“微生物组与人体健康联合实
验室”牵头的研究项目首次找到了
人体肠道菌群中的核心成员，这将
为疾病治疗与健康管理带来颠覆
性突破。该成果日前以《一种可作
为健康指征的核心菌群特征》为
题，在线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

《细胞》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国屏评论这

一成果称，此次研究成功地将原本难
以量化的微生态系统转化为可定量
分析的网络结构，完成了从基于传统
分类学的“菌株代谢”鉴定分析到基
于生态学的核心菌群功能动态分析
的转向，这既是微生态理论的重大突
破，也是微生物组研究方法上的重大
创新。

难觅真身的核心菌群
终于找到了

肠道菌群不仅影响人的消化系
统，还在维持人的整体健康中起着关
键作用。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
管疾病、老年痴呆、慢性肾病、肝脏疾
病和癌症在内的多种慢性病患者，都
常伴有菌群失调的问题。

已有临床研究和实践表明，将
健康人的肠道菌群移植给患者，能
够缓解多种疾病症状。这意味着，
在健康供体的肠道菌群中，存在着
维持人体健康所必需的关键功能
细菌。学术界把所有这类细菌统
称为“核心菌群”。著名微生物学
家马丁·布莱泽所提出的“消失的
微生物”学说认为，核心菌的减少
或者缺失，会导致菌群失调，这可
能是多种慢性病在现代流行的重
要原因。

但是，核心菌群究竟有哪些成
员？科学界一直未达成共识。尤其
是每个人的遗传、饮食和生活环境
都存在差异，这就使得运用现有的

菌群研究方法难以找到核心菌群成
员，也严重制约了以肠道菌群为靶
点的疾病预防和治疗技术的研发、监
管与应用。

“我们这次之所以能在核心菌群
成员的鉴定上取得突破，主要得益于
研究思路的突破和研究方法的创
新。”此次研究负责人、联合实验室主
任、美国罗格斯大学终身教授赵立平
告诉记者，研究团队创新性地借鉴宏
观生态学中“功能群”的概念，认为不
同种类的细菌并非单独发挥作用，而
是以群体协作的方式“抱团取暖”。
同时，团队通过对细菌的基因组进行
网络分析，将肠道细菌划分成不同的

“功能群”。
基于由团队开发的全新的、高

分辨率的菌群测序大数据分析技
术，通过追踪细菌基因组序列，科学
家们发现了过去那些无法分析的未
知细菌的生态行为及其对人体健康
的影响。

两个相互竞争的细菌
“功能群”影响人体健康

为了寻找核心菌群的成员，研究
团队将营养干预作为一种环境扰动，
并将目光聚焦于经过环境扰动后，仍
能稳定保持协作或竞争关系的细菌
功能群。

研究团队对110名2型糖尿病患
者进行了 3 个月的随机对照试验。
临床结果显示，通过高膳食纤维饮食
的干预，试验组中，超六成患者的糖
化血红蛋白降至7%以下。但在试验
结束1年后，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指
标又反弹回基线的水平。肠道菌群
的整体结构也从干预后远离基线，最
后又回到了干预前状态，经历了“过
山车”一样的剧烈变化。

团队对干预前、干预后及一年
后随访的三次时间点的粪便样本
进行了菌群网络分析，筛选出在不
同时间点都能稳定地保持协作或
竞争关系的 141 株细菌。结果发
现，这些细菌构成了“两个相互竞
争的功能群”。

在两个功能群各自的内部，细菌
们仿佛“铁哥们”，保持着稳定的协作
关系；而两个功能群之间则维持着稳
定的竞争关系，类似“死对头”。而这
两个功能群通过“跷跷板”的网络结
构模型，以“你升我降”的方式影响人
体健康。

团队还发现，这个“跷跷板”模型
不仅仅是糖尿病患者独有的菌群特
征，还是人体核心菌群的特征。同
时，这141株细菌虽然在整个肠道生
态网络的细菌中只占 8%左右，却是
细菌界的“社交狂人”——它们与超
过 85%的其他细菌有生态关系。如
果移除这部分细菌，整个生态网络则
完全崩溃，剩余的细菌几乎都成了孤
立状态。

团队结合来自 5 个国家、7 种
疾病患者的数据，更进一步发现在
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强直性
脊柱炎、结直肠癌、炎症性肠病、
肝硬化和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和健
康对照的肠道样本中，同样保持了
两个相互竞争的功能群的“跷跷
板”结构。

借助“跷跷板”模型或
开启个性化医疗新篇章

科学家们进一步设想，如果不
同地域、种族和疾病种类的人群中
都有各自的“跷跷板”核心菌群，那
么能否构建一个全人类共有的通
用“跷跷板”模型，作为人类的核心
菌群呢？

为验证这一假设，研究团队挑
选出对建模贡献最大的 284 株细
菌，最终形成由两组稳定竞争的功
能群构成的通用“跷跷板”模型。
赵立平表示，发现核心菌群“跷跷
板”模型，就像不同实验室的临床
试验数据突然学会了同一种语言，
可以互相交流了，这无异于实现了
菌群研究领域的“车同轨，书同文，
行同伦”。

那么，核心菌群的“跷跷板”模
型对于个性化医疗有什么价值？
以免疫疗法为例。目前免疫疗法
临床试验只能评估群体的平均反
应，无法预测个体的具体反应，从
而导致许多患者只能盲目接受治
疗，错过最佳治疗时机。研究团队
此次将晚期黑色素瘤、B 细胞淋巴
瘤、炎症性肠病和类风湿性关节炎
的 11 项免疫治疗临床试验的菌群
数据整合为“临床治疗数据集”，
利用通用“跷跷板”模型预测患者
对免疫疗法的个性化反应。结果
发现，通用模型可以帮助医生在治
疗前预判患者对不同疗法的反应，
从而优化治疗方案，提升精准度和
疗效。 ■姜澎

肠道核心菌群被“锁定”

据新华社 在“ 人 类 基 因 组 计
划”（HGP）完成 21 年之后，由中国
科学家发起，十多个国家科研人员
联合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细胞研
究》上发表题为《献给人类 1%的礼
物 ：人 类 基 因 组 计 划 二 期》的 社
论，倡议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二
期”（HGP2）。

多国科学家为何联合启动这一
倡议，要实现哪些具体目标？

为何启动HGP2
1990年，被誉为生命科学“登月

计划”的HGP启动，并于2003年宣告
完成初稿。这项壮举由美国、英国、
日本、德国、法国和中国的科学家花
了13年时间、耗资38亿美元完成，与
研究原子弹的美国“曼哈顿计划”、阿
波罗登月计划并称为20世纪三大科
学工程。

20 多年来，HGP 的完成极大推
动了基因组学研究和精准医疗的
发展。美国巴特尔研究所的一项
分析指出，如果将美国 1993 年至
2003 年间在 HGP 项目的投入与该
计划对美国经济和基因组产业产

生的综合影响相比，投入产出比高
达 1:141。

然而，精准医疗对全球人口健康
的影响迄今为止仍然微不足道。要
想取得更具影响力的进步，还有赖于
全球范围内的进一步合作，首先解决
几个关键的全球挑战。

因此，由中国科学家发起，10
多 个 国 家 的 科 研 人 员 倡 议 启 动
HGP2。 多 国 科 研 人 员 强 调 ：“ 在
HGP 完成 20 多年后，现在是 HGP2
向人类交付人类基因组承诺的时
候了。”

初步实现哪些目标
HGP2 的任务是赋予全人类读

取和使用自身基因组信息的权利，以
过上更健康、更长寿的生活。HGP2
设定了初步目标，涵盖数据生成、精
准干预和临床转化三大方面，包括一
系列量化目标。

其中，数据生成目标包括完成全
球超过 1%人口的基因组测序，为人
类泛基因组项目贡献来自20多个国
家的5万个完整参考基因组，将多组
学整合到精准医疗的标准和方法中，

以及创建来自不同人群的大型多组
学队列等。

精准干预目标包括定义携带者
筛查、偶然发现、显性疾病、罕见疾
病诊断和药物基因组学的最佳实
践报告和干预措施，并对所有测序
的基因组实施临床可行的报告和
干预，实施标准化的健康经济学研
究，量化基因组引导干预的成本效
益等。

临床转化目标包括编目 HGP2
测序的基因组中的所有遗传和多组
学变异，并阐明所有编目遗传和多组
学变异的临床相关性，同时，将基因
组和多组学发现嵌入标准临床实践
和精准公共卫生。

研究人员指出，扩大精准医疗
在全球的实施规模和影响，面临经
济、组织、基础设施、科学以及伦
理、法律和社会影响（ELSI）等多个
方面的全球性挑战，而挑战主要源
自各国发展不均衡且缺乏组织协
调。为实现项目目标，应对全球精
准 公 共 卫 生 领 域 的 关 键 挑 战 ，
HGP2 计划在多方面开展工作。

■郭爽

多国科学家倡议启动“HGP2”
“人类基因组计划二期”将极大推动精准医疗发展

共享人文盛宴，感受人民城市的温度
编者按

“吹红了桃花，吹绿了柳树，你在路上总会安慰……”，在杨浦区图书馆，宽频人声乐团以无伴奏合唱形式，用纯粹的歌声，为视障人士送上国际盲人节的
专属礼物；一头卷发、戴着黑框眼镜的青年罗小罗，在五角场广场，随性又充满热情地演绎《我和我的祖国》，为过往市民唱响心中的歌；随着一声响亮的鸣笛
声，在新江湾城公园，白领们体验水上运动的同时，也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丰富的文化生活同样是人们喜欢、热爱一座城市的重要原因，在杨浦，高品质、多样性、个性化的文化活动正成为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也已然成为人民
城市温度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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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馆，感受人声的
温度与色彩

10 月 15 日是国际盲人节，据统
计，我国盲人数量超过 1700 万，他们
有的生活在黑暗之中，有的只能感受
到微弱的光线。近日，杨浦区图书馆
全民阅读品牌 YOUNG 书房下设的

“悦音书话”音乐普及活动举办了一
场“人声的温度与色彩”国际盲人节
阿卡贝拉音乐会，以无伴奏合唱形
式，演绎人声，为社区视障朋友生活
带去“温度与色彩”。这也是杨浦区
图书馆主动与杨浦区盲人协会合作，
连续第五年为他们送上的专属节日
音乐会。

阿卡贝拉是一种无伴奏合唱形
式，完全依靠人声来演绎音乐，不使用
任何乐器伴奏。这种纯粹的音乐形式
能够直击人心，展现音乐的自由与无
限可能，纯粹的音乐表达和情感传递
正是其动人之处。本次音乐会特邀宽
频人声乐团现场演出，这是一支汇集
不同音乐背景、由上海白领组成的人
声乐团，擅长演唱原创及改编的中英
文流行音乐和世界音乐。

“吹红了桃花，吹绿了柳树，你在
路上总会安慰……”现场，《春风吹》

《喜欢》《海芋恋》《外婆的澎湖湾》
《How Deep is Your Love》等一首首动
听的歌曲，如春风般轻抚听者心房，温
暖而多彩。宽频人声乐团还就阿卡贝
拉音乐的发展历史作了分享，设置了
VP 秀、卡拉 OK 等音乐互动环节，尤
其是B-box互动环节，乐团成员黑宝
的精彩表演，带领听众跟着音乐一起
歌唱、摇摆，全场掌声雷动，音乐会气
氛达到高潮。

为使普通读者能对盲人朋友的世
界些许感同身受，活动现场还设置了
一个特殊环节——为每位读者赠送了
一副眼罩，让听众可以暂时离开对视
觉的依赖，沉浸式体验这场“盲人节”
音乐会的人声之美，呼吁全社会共同
关爱视障群体。

音乐会后，杨浦区盲协会员们在
馆员和复旦大学远征社“盲友之约”志
愿者的带领下，到一楼“云享·人文书
房”内的无障碍阅览服务专区进行参
观体验。这是杨浦区图书馆积极构建
残疾人友好图书馆，精心规划与科学
选址，通过铺设专为视障人士设计的
无障碍通道，配备专用设施设备和阅
读资源，致力于为阅读障碍读者打造
温馨、舒适且充满人文关怀的“心灵阅

读港湾”。
2024 年是人民城市理念提出五

周年，五年来，杨浦区图书馆对视障读
者的人文关怀始终不减。今年 4 月，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办的 2024 上海
阅读推广论坛暨上海市图书馆学会阅
读推广委员会成立十周年研讨会上，

《图书馆里的盲人节音乐会——杨浦
区图书馆“悦音书话”项目服务视障读
者的阅读推广案例》还获得了跨界实
践案例奖，并作交流。

如果阅读是照亮视障读者群体内
心世界的一束光，那图书馆则是照亮
其通往璀璨世界的一盏明灯。未来，
杨浦区图书馆将继续通过送上“听得
见的阅读服务”，让市民读者共享平等
而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

在街头，与“心中的歌”
不期而遇

上海的街头从不缺艺术，公园里、
马路边、商场前，音乐弹唱随处可见，
杂耍、魔术等表演也总能引来路人驻
足。自由、慵懒、沉醉，这是街头艺人
的浪漫。今秋，一年一度的上海街艺
节再度开幕。

10 月 12 日，“Sing for you——心
中的歌儿唱给你听”——2024第十届
上海街艺节（杨浦）特别演出专场在五
角场广场举行，街头艺人集结开唱，成
为杨浦街头的靓丽一景。

“她那粉红的笑脸，好像红太阳，
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
的月亮……”一把马头琴，一把冬不

拉，舞台上的艺人们弹唱着《在那遥
远的地方》，悠扬的草原之歌如泣如
诉，将现场听众从五角场拉至遥远的
茫茫牧场之中。这是上海街艺节开
展的杨浦专场演出，相较于传统的舞
台表演，街头表演更加随性，更能带
动居民的热情。

唱着《我和我的祖国》，一头卷发、
戴着黑框眼镜的青年，名叫罗小罗。
上海街头艺人持证制度始自 2014 年
10月，持证街艺小组从第一批的8人
增加至 380 多人，培育了一批市民群
众熟知的“新星”，罗小罗是其中之
一。在上海十多年，他从普通“沪漂”，
到街头艺人，再到拥有超过百万粉丝
账号的全职音乐人，他的生活被街艺
改变。

“当时我们是看到静安公园有不
少街头艺人在演出，很憧憬，就也试
着去做。起初经验不足，比如我们的
音响功率不够，唱到高音的时候，它
就跳电了，后来我们慢慢换设备、改
歌单，经历了很多才总结出一套比较
成熟的街演方案。”罗小罗感慨：“现
在我们通过自媒体、网络媒体被网友
认识了以后，有很多的朋友慕名而来
看演出，很多人甚至是从外地来的，我
们很感谢。”

对于市民来说，街头艺术的魅力
是自由与随性，是不期而遇。“五角场
这边人流量比较大，我平时出来逛街
的时候也会路过。今天就是不期而遇
的惊喜，这演出真的不错。”

在歌手阿杜的眼中，街头艺术则

是一场与路人的邂逅，一种参与他人
生活的方式。从事街头表演多年，曾
经一起组乐队的朋友们已经陆续转
行，他却依然坚守。这次，他带来了一
首《传奇》。“街头艺术最特别的地方在
于，没有人提前买票，没有什么是被预
设的。只有你的歌声吸引到他，他才
会为你停留。”

上海街头艺人持证制度至今已
10年，街头艺术逐渐成为了上海的一
张文化名片，表演场地越来越多，除了
静安公园以外，杨浦的五角场、国际时
尚中心等也广受街头艺人和市民群众
的欢迎。

近年来，街头艺人日益年轻化、专
业化，持证团队中“90后”艺人占比过
半，甚至不乏“00后”，硕博、海归等青
年纷至沓来，在街头奔赴青春，寻找知
音。对于未来，他们也有着自己的规
划和期待。“我能感受到团队不断涌现
出新鲜血液，这是一个好趋势。从我
个人来说，积攒了多年街艺表演的经
验后，后期我打算往音乐创作方面转
型发展，唱了很多别人的歌，也想留下
一些自己的作品。”阿杜说。

本次演出现场还为上海最佳街
艺景点、上海街艺优秀组织单位颁
奖。据悉，10 月 21 日上海文化广场
还将举办“罗小罗与他的街艺伙伴
们”上海街艺节闭幕公益演出专场。

在社区公园，体验水上
运动的激情

随着新江湾城水上运动中心的揭

幕，新江湾城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得以
有序开发。如今水上运动爱好者们在
园区旁、楼宇间、家门口就能与朋友、
家人体验桨板、皮划艇等丰富多彩的
水上运动项目。

10月13日，随着一声响亮的鸣笛
声，首届SUP POLO桨板球企业联赛
在新江湾城公园拉开序幕。

作为一项新兴水上运动，桨板
球由桨板运动发展而来的，集速度、
力量、灵巧等能力于一体，融篮球、
足球、水球的趣味于一身，需要高度
的团队配合，有着较高的对抗性和
观赏性。大家在酣畅淋漓的比拼中
架起沟通的桥梁，在团队合作中拉
进彼此的距离，以赛事为媒、以展示
为介，共同体验和践行挑战自我、追
求极致的体育精神，体验水上运动
的乐趣和魅力。

本次联赛共集结科创集团、千寻
位置、益盟股份等 8 支企业代表队，
经过激烈的角逐，巅峰体育摘得冠
军，凯德尚浦、即科金融分获亚军和
季军。

赛后，不少参赛队员表示，在这
次活动中他们既体验到了水上运动
的激情，也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
朋友，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交流互
动机会。

除了竞赛项目，主办方新江湾城
街道还在活动现场还设计了露营休闲
区、活动体验区、中医咨询区和拍照打
卡区，热烈的氛围与潮流的户外装置
吸引了不少居民游客打卡拍照。

优越的水系资源和深厚的群众
基础，是新江湾城打造特色水上运动
前沿地的最大底气。街道商会作为
链接属地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纽带，始
终致力于为企业家及工商界人士搭
建交流、合作与服务的平台。此次桨
板球企业联赛的举办不仅是商会促
进会员交流，增强企业凝聚力与团队
精神的体验，也是立足区域特色，推
动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深
度融合的有力探索。未来，街道将继
续继续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聚焦
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暖城区”，不断
拓展服务的深度、宽度与广度，以更
有活力、更具特色、更加创新的会员
活动提升商会影响力，赋能区域商旅
文体展融合发展。
■记者 汤顺佳 毛信慧 通讯员 张燕
李强 胡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