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 1 版）不断提高群众参与矛
盾风险预防化解工作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要在夯实法治保障中
提升矛盾风险预防化解效能。确保
严格执法，高度重视法治政府建设，
源头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坚持公
正司法，有效发挥好司法在定分止
争、维护稳定中的基础性、终局性作
用。推动全民守法，严格落实“谁执
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推动办事依
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
盾靠法在群众心中扎根、在社会蔚然
成风。

薛侃指出，“五有”工作法是新时
代“枫桥经验”在杨浦的生动实践，要
以深化探索、推广运用“五有”工作法
为抓手，从源头上有效预防化解矛盾
风险，全力守护好政治安全、社会安
定、人民安宁。要提高认识，深刻理

解“五有”工作法的核
心要义和现实意义。

“五有”工作法彰显“人民性”，始终坚
持走新时代群众路线，准确把握新形
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改进群
众工作方法，提高群众工作水平。坚
持“系统论”，将矛盾风险预防化解作
为系统工程，牢固树立全周期管理理
念，构建起前端预防、中端响应、末端
化解的完整闭环。注重“法治化”，将
法治精神融入工作全过程，妥善处理
维权和维稳、程序和实体、活力和秩
序等关系，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政治
效果、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要深化
拓展，准确把握推广“五有”工作法的
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快
建立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统筹推进
机制，加紧形成具体的任务书和施工
图，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投身
到矛盾风险排查化解中去，形成党委
领导下的“一盘棋”工作格局。坚持

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完善，深入了解新
时代不同群体的需求和矛盾纠纷的
特点，不断完善相应机制、总结提炼
案例做法，精准制定解决方案，切实
提高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坚持用
人民满意不满意来检验工作成效，
把群众满意度作为重要衡量标尺，
建立完善监测、评估、考核一体化机
制，统筹兼顾社会稳定大局与群众
个性化诉求，推动各类矛盾纠纷实
质性化解。

市检察院二分院党组成员、副检
察长顾晓敏，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陆志斌，区法院院长王朝晖，区检察
院检察长康强参加。会上，华东政法
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任勇、上海社
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涂龙科
发布“五有”工作法相关理论研究成
果。区法院、区人民建议征集办公
室、殷行街道分别展示“五有”工作法
实践成果。 ■记者 封辰霏

（上接第1版）一项一项列清单、抓整
改，确保不留隐患漏洞。要打造特色
亮点，持续提升森林城市、湿地城市
和公园城市建设管理水平，充分展现
杨浦生态环境治理的特色成果。要
建立长效机制，持之以恒推进降碳减
污扩绿增长，切实打好蓝天、碧水、净
土保卫战。要加强协同联动，不断汇
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强大合力。
要加强统筹推进，充分发挥区生态文
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抓总作
用，各部门、各街道、各单位主动作

为，确保形成工
作闭环。要发挥

校企优势，主动借智借力，运用市场
专业力量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效能。
要加大环境保护动员和宣传力度，积
极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会上播放了2025年上海市生态
环境警示片，传达学习了市委常委
会会议暨市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
会议精神及杨浦区贯彻落实情况，
并部署杨浦区第三轮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和第二
轮上海市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
迎检工作。■记者 封辰霏 郑潇萌

本区部署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推进矛盾风险预防化解“五有”工作法

这辆大篷车，在期待中开了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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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沈莹 龚亦乐 文/摄

本报讯 暖阳里，一辆满载爱心的
“大篷车”在居民的期待中如约而至。

这是延吉新村街道“延老吉”志愿
服务大篷车。当天，在延吉七村玫瑰
园，为老年朋友带来口腔义诊、认知筛
查、助餐咨询等十余项便民服务。

温馨、热闹的幸福养老场景背
后，是一场持续十余年的爱心接力。

银发服务“送到”家门口
当天上午 9 点，活动现场已是一

派热闹景象。
眼科医院的摊位前，72岁的张阿

姨正接受眼底筛查，“以前查眼睛要
跑医院，现在遛个弯就能检查，医生
还教我怎么预防白内障。”在她身后，
口腔义诊台前也围满了咨询假牙护
理的老人，医护人员正拿着牙齿模型
仔细讲解。

在公益理发摊位，志愿者手中的

剪刀来回翻飞。一位 86 岁的独居老
人喜上眉梢，“剪得精神伐？”老人对
着镜子左右端详，“志愿者手艺好，我
们走下楼就能理发，真方便！”

活动现场的“居家养老政策咨询
区”，同样人气高涨。

负责家庭照护床位申报的社工
耐心地反复解释政策，“今天有十余
户家庭登记了适老化改造需求，还有
很多老人预约了辅具租赁。”正用助
听器体验设备的王阿婆感慨，“原来
有这么多养老政策，阿拉屋里厢也能
变‘养老院’了。”

志愿星光点亮社区
从2014年第一辆“大篷车”驶出，

这场爱心长跑已持续十余年。
最初，“大篷车”只有零星几个服

务摊位。如今，“车上”已汇聚医疗机
构、养老院、社会组织等23家单位，服
务范围也从社区扩展到 4 个睦邻片
区，融入覆盖全街道的“15 分钟养老

生活圈”。
“我们像绣花一样编织服务网

络。”街道社区服务办工作人员指着
服务地图介绍，团队通过大数据分析
老人需求，花式推出每月服务菜单。

十年的坚守，培育出丰硕成果。
延吉志愿服务经验和模式被写入《上
海市“邻里守望”志愿服务工作制度
化建设研究》；“志愿者大篷车”服务
项目荣获“第二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
项目大赛”银奖；社区志愿服务中心
被市文明办评为制度创新示范中心、
服务创优示范中心；延吉新村街道五
度入围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上海推选名单。

这辆穿梭十年的“大篷车”，正载
着整个社区驶向“老有颐养”的幸福
未来。“我们要让养老服务的车轮永
远向前，把社区变成没有围墙的养老
院。”延吉新村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
事处主任朱晓雯说道。

■记者 陈涛

本报讯 5 月 20 日因谐音“我爱
你”，成为每年结婚登记、举办婚礼
的高峰日之一。当天，杨浦区婚姻
登记中心提前半个小时开门“迎
客”，开放的 180 个预约名额在半个
月前就已被“秒空”。

早上7点半，记者在杨浦区婚姻登
记中心看到，未能预约到名额的新人们
早早来到门口排队。新人小陈开心地
表示，在杨浦区婚姻登记中心领到了

“520”限定款结婚证，“之前咨询了多个
区的婚登中心，都被告知预约满了，杨
浦通知我们可以来现场排队。”

杨浦区婚姻（收养）登记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杨浦区民政局正
持续深化“百年杨浦·百年好合”婚姻

文化品牌建设，融合婚姻文化展项、
主题颁证厅、户外爱情地标等多元场
景，提升婚姻当事人的体验感与幸福
感，全力构建人民城市“幸福样板”！

18 日，作为“百年杨浦·百年好
合”婚姻文化主题活动，杨浦区婚姻
登记中心还举办了一场“百年杨浦、
百年好合”集体婚礼。

“毕业之后在上海工作，自己和
妻子都非常喜欢上海这座城市，希
望上海来见证自己的终身大事。”从
今年5月10日开始，婚姻登记不再受
户籍限制，作为受邀参加集体婚礼
的8对新人之一，许林夫妇不用舟车
劳顿回老家登记，还能通过集体婚
礼赋予婚礼满满的仪式感。当天的
集体婚礼还邀请 3 对金婚伉俪现场
讲述和谐婚姻的真谛。

百年杨浦见证百年好合

■记者 沈莹

本报讯 水丰路 383 号的延吉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午间延时门
诊”开了已有 2 个月，中医诊疗室内
艾香氤氲，康复治疗室仪器轻鸣，
午休时段前来调理的附近上班族
络绎不绝。

中心深入社区腹地，周边企事业
单位环绕，“午间门诊+中医理疗特
色”双轮驱动让这里成为上班族们的

“疗愈”好去处。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
等“职业病”看过来

中午 11 点半，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2 楼中医馆、康复中心热闹了
起来。

针对中心附近上勘集团、上理
工附小、派出所等单位职工长期伏
案工作导致的颈椎疾病等亚健康
问题，这里创新推出午间延时服
务，每周一至周五 11:30-13:30 提供
家庭医生签约、健康咨询、中医科
门诊（中药饮片服务）、中医非药物
治疗（针刺、艾灸、火罐等）、康复物
理因子治疗（微波、红外线、牵引
等）多项服务。

诊室内，上勘集团员工杨先生由
于肌肉扭伤，趁午休时间来做中医红
外线透药治疗。“平常上班比较长时
间伏案工作，肩、背、腰有些不舒服，
职业病了。”杨先生告诉记者，初次体
验中医红外线透药项目，“背后有一

种酸麻的感觉，缓解一下肌肉紧张或
者损伤，感觉舒服很多，而且可以用
医保来付费。”

据 介 绍 ，中 心 设 有 全 科 、儿
科 、妇 科 、口 腔 科 、五 官 科 、中 医
科、肠道科、针灸推拿科、康复中
心等多科室。中医治疗项目由于
医师专业、价位亲民，受到周边居
民 喜 爱 ，拔 火 罐 每 次 20 元 ，急 性
腰扭伤推拿 60 元，肩周炎推拿 36
元，颈椎病、落枕、腰椎间盘突出
等上班族“职业病”这里都有专业
的推拿治疗。

延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
陆涛告诉记者：“我们也创新了自
己的一些品牌特色。比如用杨氏
针灸的针法治疗带状疱疹的后遗
症性疼痛和面瘫，从中医调理的手
段去解决这个问题。”此外，中心还
设立“杨陈云飞名中医工作室延吉
社区工作站”，开设不寐病（失眠）
专病门诊，不断创新基层医疗服务
模式。

能拍 CT、能看牙，家
门口的“小医院”迸发“大
能量”

部分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印象，仍停留在看小病、简单配药
的阶段。殊不知，这些家门口的“小
医院”能拍CT，能看牙，能提供多元
专业的健康服务。

延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多元
化服务只是一个缩影。如今，杨浦

正全力推进强基增能，构建更加便
捷高效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2024
年，杨浦区社区门诊量已占区域医
疗机构就诊量的30.0%，在中心城区
排名第三。

记者了解到，区域内 12 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均开设周末门诊服
务，并在抖音、湾区等新兴经济园
区增设社区卫生服务站，满足上班
族、上学族群体的就医问药。殷行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率先创建为互
联网社区医院，实现了互联网线上
诊疗功能。

此 外 ，区 域 内 社 区 卫 生 中 心
聚焦“配药难”问题，优化扩容社
区药品供应目录，平均配备药品
已 达 921 种（含 延 伸 处 方），与 区
域 性 医 疗 中 心 药 品 吻 合 度 达
90.21% ，大 幅 减 少 了 居 民 往 返 大
医院配药的麻烦。

同时，充分运用“市级分级诊疗
平台”，社区家庭医生还为签约居民
优先预约上级医院门诊号源，实施

“早预约”“预约早”和“二次分诊”“三
优先”服务，年内累计为杨浦签约居
民提供上级专家转诊服务 1.57 万人
次，解决了不少居民对特殊专家“号
源难求”的困境。

在杨浦，作为上海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的“网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
用一个个“小而精”的服务，成为家门
口全龄人群的“健康守门人”，助力上
海这座超大型城市的“毛细血管”通
畅温热。

上班族午休疗愈好去处
社区卫生服务多开两小时，将民生温度辐射到更多人群

“中意时尚文化嘉年
华”近日在杨浦滨江圆满

落幕。作为杨浦区年度重点涉外项目，通过“工业遗存+数字艺术+民间外
交”的创新模式，打造新时代中西方文明互鉴的上海样本。

从艺术表演到美食体验，从文化研讨到新书签售……为期三天的文化盛宴，意
大利侨商搭桥牵线促成了30余个意大利品牌与本土企业对接。 ■记者 窦雨琪

在杨浦滨江遇见意大利风情

2025.05.22 星期四｜责任编辑：张辰霏 视觉编辑：孙诗佳
第5版

文化

科技正在重塑博物馆的观展关系，让观众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参与

“未来文博”，如何创造新叙事
编者按
从机器人导览到沉浸戏剧，从数字重生到跨界共创，当文化遗产与现代生活深度交融，历史便不再是沉睡的记忆，而是流动的智慧，持续滋养着城市

与人心。
截至2024年底，上海已有171座备案博物馆，以2024年上海全市常住人口2480.26万人计，每14.5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远超全国平均水平。2024年，

全市博物馆接待观众4086万人次，相比2023年增长31.9%，创历史新高。
上海文博界的创新活力，勾勒出“未来文博”的清晰轮廓——它不再是遗世独立的圣殿，而是嵌入生活的智慧节点；不再停留于历史复现，而在科技赋

能下创造新叙事；不再局限于专业领域，而是全民共建的文化共同体。

近日，上海复旦艺术馆开馆首展
“日月复光华”迎来一位特殊的迎宾
员——擎朗人形具身服务机器人
XMAN-R1。它以1:1人体黄金骨架
比例塑造，每一处关节都暗藏人体工
程学的智慧。当它微微屈膝向观众
致意时，仿佛一位来自未来世界的使
者，正引领人们走进艺术与科技交融
的殿堂。

连日来，2025 年国际博物馆日
的主题——“快速变化社会中的博
物馆未来”，在上海这座充满活力与
创新的城市得到了生动的诠释。“未
来”以令人惊叹的方式融入上海的
文博领域。

从被动观察到智能交
互，智慧化技术正在重塑博
物馆的功能与价值

复旦艺术馆展览现场，XMANR1
正履行它作为迎宾员的职责。它在艺
术馆的不同区域穿梭，与观众展开互
动交流。当观众靠近时，它微微屈膝，
姿态谦和而充满安全感；当有人试探
性地伸出指尖，它能在0.1秒的延迟后
回赠一个克制的握手礼。有观众反复
与它比心合影，它也始终耐心十足，机
械臂划出的爱心轨迹始终保持着优雅
的弧度。

“它的存在本身就像一件‘行走的
艺术品’。”复旦艺术馆工作人员介绍，
XMAN-R1 是擎朗智能基于海量真
实场景数据积淀所自研推出的服务机
器人。它的设计不仅追求功能性，更
融入了美学考量——流畅的线条、哑
光金属质感的外壳，使其在提供导览
服务的同时，也成为一件可被欣赏的
艺术品。

XMAN-R1 在复旦艺术馆的应
用并非偶然，它是上海文博在科技融
合之路上的大胆探索。面对数字技术
蓬勃发展、社会加速变革的时代背景，
上海文博正以“智慧化”为方向，推动
博物馆形态的革新。

作为上海文博界的“网红”，上

海博物馆每年接待数百万观众。为
此 ，上 海 博 物 馆 构 建 了 智 慧 上 博

“3M 体系”，从馆藏智慧保护、运维
智慧管理、体验智慧服务三方面，通
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提升运营效
率与观众体验。上海博物馆副馆长
陈杰表示：“我们创新性地提出‘透
明展厅’概念，利用客流分析平台预
测人流趋势，优化导览路线，提升观
众参观体验。”

与此同时，上海的文博机构还
积极深化科技与展览内容的结合。
5月16日，上海市文旅局发布首批全
市智慧化展示体验项目推荐名单，涵
盖数字展览、AR互动、元宇宙体验等
30项前沿技术应用。其中，上海博物
馆的“山水江南”数字展以动态视觉
呈现江南山水的灵动诗意；上海中国
航海博物馆的“沧海云帆”AR元宇宙
体验，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古代航海
的壮阔场景；上海天文馆的“穿越星
河”XR 项目，则带领观众遨游宇宙，
探索星辰奥秘。这些项目不仅提升
了观众体验，更让传统文化在数字时

代焕发新生。
“AI重新定义了博物馆的观展关

系，从被动观察到智能交互。”复旦大
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柴秋霞指
出，智慧化技术正在重塑博物馆的功
能与价值，让观众从“走马观花”转向
深度参与。

文旅商体展的融合热潮
在上海各区“开花结果”

近日，外滩黄浦公园，一辆涂装
“黄浦巡礼 时光印迹”的文博主题巴
士格外引人注目。距离发车还有半小
时，65岁的摄影爱好者周先生已早早
赶来排队。“听说这辆‘时光巴士’能一
站式逛遍黄浦区的博物馆，我得留个
纪念。”

作为今年国际博物馆日黄浦区
推出的重点活动，主题巴士的行车线
路串联了区内 10 余处特色文博场
馆，并配有金牌讲师随车讲解。一趟
巴士之旅，即可获取黄浦区内半数博
物馆资讯。工作人员透露，活动预约
刚上线便被一抢而空，其中不乏外地

游客。
今年的主题活动名为“黄浦巡

礼 时光印迹”，由黄浦区文化和旅游
局主办。除了文博主题巴士，活动还
发布了文化遗产季黄浦区主题纪念
章及 20 余家博物馆、纪念馆的数字
印章。

全市文博季推出以来，各场馆
拓展了国际博物馆日活动周期，推
出更丰富的公众活动。例如，外滩
历史纪念馆以“时光之路”形式，通
过历史照片与多媒体技术展示外滩
百年变迁；国际乒联博物馆则以“传
播与普及乒乓文化”为宗旨，推出创
新展陈。

文旅商体展的融合热潮也在各
区“开花结果”。5 月 18 日，徐汇区
土山湾博物馆联合上海建业里嘉佩
乐酒店开展“寻找土山湾”特别活
动，邀请市民体验城市文脉微旅行；
宝山区博物馆联盟则在智慧湾科创
园举办主题夜市，推动文旅商体展
深度融合。

根据市文旅局安排，5 月 16 日至
6月30日期间，全市将推出6大板块、
80 项主题展览及百余场线上线下活
动，涵盖知识竞赛、互动体验、音乐演
出、文创市集等形式，构建沉浸式文旅
新场景。

烟火气中，文化遗产成
为触手可及的精神养分

上海，用“未来”诠释传统，文化遗
产在烟火气中焕发新生。

5 月 17 日至 5 月 19 日，上海 145
家博物馆、73家美术馆实施减免费开
放。5月18日恰逢周日，不少外地游
客“为一场展览奔赴一座城”，拉杆箱
成为上海街头的一道风景线。

在黄浦区，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
馆、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等平日收费
的场馆免费开放，其余场馆也推出多
项展览。中共一大纪念馆举行升旗
仪式及“五卅运动”专题展；上海市历
史博物馆推出西夏文物主题社教活
动；上海世博会博物馆则带来黄永玉
新作展。

杨浦区的敦煌当代美术馆首次
参与国际博物馆日活动，推出限时
免费观展活动，当天接待观众逾千
人。观众在讲解员带领下参观展
览，通过沉浸式的叙述与艺术再创，
深入了解敦煌艺术的历史脉络与其
当代表述。沙龙区特别设置“敦煌
文化 DIY 体验区”，结合《与丝路同
行——敦煌石窟中的科技探索》出

版物与实践材料包，观众在动手体
验中感受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的碰
撞与融合。

在社交平台“小红书”上输入“国
际博物馆日 上海”关键词，相关笔记
量近 150 万篇，足见上海的文博热
度。有网友整理出国际博物馆日上海
观展最具“性价比”的三条观展路线，
分别为“浦东滨江线：观复博物馆—震
旦博物馆—艺仓美术馆”“西岸滨江
线：西岸美术馆—油罐艺术中心—龙
美术馆西岸馆”“黄浦中心线：复星艺
术中心—民生现代美术馆—琉璃艺术
博物馆”，分别能优惠170元、155元、
172元。

根据《上海博物馆发展2024年度
报告》，截至2024 年底，上海已有171
座备案博物馆，以2024年上海全市常
住人口2480.26万人计，每14.5万人拥
有一座博物馆，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2024年，全市博物馆接待观众4086万
人次，相比2023年增长31.9%，创历史
新高。

“上海是名副其实的博物馆之都、
美术馆之城。”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局
长钟晓敏说。上海正以“大博物馆计
划”为引擎，推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
一流的“博物馆之都”，并在赋能城市
发展、美好生活、社区建设中发挥重要
作用。

今年文化遗产季期间，全市围绕
“守沪文脉，创享未来”主题，推出百
余场线上线下活动，让文化遗产真正

“走入”大众生活，成为触手可及的精
神养分。非遗手作摊位前，传统的剪
纸艺术或与年轻人手机 AR 创作同
步；VR 考古体验区，参与者戴上设
备，穿越时空一眼千年。在咖啡馆边
喝咖啡边用小程序参与文物知识闯
关的 80 后白领张小姐说：“文博不再
局限于展馆内，而是市民生活中触手
可及的一部分。”

从机器人导览到沉浸戏剧，从数
字重生到跨界共创，当文化遗产与现
代生活深度交融，历史便不再是沉睡
的记忆，而是流动的智慧，持续滋养
着城市与人心。而上海文博界的创
新活力，也勾勒出“未来文博”的清晰
轮廓——它不再是遗世独立的圣殿，
而是嵌入生活的智慧节点；不再停留
于历史复现，而在科技赋能下创造新
叙事；不再局限于专业领域，而是全
民共建的文化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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