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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文化基因，如何植入烟火肌理
杨浦正以创新实践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打造文化“YOUNG本”

编者按
文化之于杨浦，是厚重的历史，是取之不尽的资源，也是向“新”而行的软实力。
6月14日至15日，杨浦围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推出“‘丝路非遗’第十届上海杨浦非遗节”“首届‘申活集’文物文创巡回集市（杨浦大学路站）”“玩

转杨浦‘遗’路生花”文物主题系列活动三大板块，涵盖10余项特色活动，覆盖近20个文旅点位，为市民游客带来“文化消费+技艺传承+科技交互”的沉
浸式体验。

从文物文创的破圈尝试，到历史建筑的活化利用，杨浦正以创新实践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打造文化“YOUNG本”。

“非遗已经‘活’成了城
市风景”

6 月14 日，杨浦文化艺术中心的
化妆间里，西北民族大学的表演者们
正对镜正装。他们即将登台上演一
出《飞天伎乐》。“飞天是敦煌壁画的
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的舞蹈就是
要重现千年莫高窟壁画中的乐舞场
景。”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这是“丝路非遗”第十届上海杨
浦非遗节现场。与往届不同，今年的
上海杨浦非遗节以丝路文化为核心、
海派非遗为纽带，打破传统舞台边
界，通过走进剧场、街区、商圈，带来
艺术表演、快闪演出、工作坊、非遗市
集等活动，为广大市民搭建起沪甘两
地的文化交流平台。

在杨浦文化艺术中心，甘肃百
名艺术工作者带来的多民族歌舞、
器乐演奏与上海杨浦本土的非遗
项目轮番上演；傍晚时分，丝路非
遗快闪巡游成为大学路限时步行

街上的耀眼风景线。巡游队伍身
着少数民族非遗服饰，衣袂飘飘，
与街边咖啡店的霓虹灯相映成趣；
非遗市集上，无论是笔墨宫坊的墨
锭描金绝活、敦煌当代美术馆的敦
煌壁画临摹，还是清真菜点、三明
沙县小吃，市民均可亲身尝试，深
度体验……

“以前很少与非遗项目如此‘零
距离接触’，现在非遗已经‘活’成了
城市风景。”市民林先生说，“城市文
化不仅要现代化，更要重视传统文化
的保护与传承。”

“珍贵馆藏”跨越时空，
来到市民身边

6月14日至15日，首届“申活集”
文物文创巡回市集第三站在大学路
街区举行。该活动由上海市文旅局
（上海市文物局）主办，杨浦区文旅局
（杨浦区文物局）协办，集结了上海博
物馆、上海科技馆、上海市历史博物
馆等多家文博机构的文创产品。

化妆成“蒙面大侠”的埃及猫、
可以自行绑绷带的小猫木乃伊、流
光溢彩的古埃及异域风冰箱贴……
市集上，最热门的莫过于上海博物
馆摊位，馆方带来火了一年的《金字
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文创，还
推出 9 折限定优惠，吸引了众多市
民选购。

“我们之前去埃及旅游过，但没
有去过上博的埃及展，所以特别好
奇。”市民刘先生与谭女士购买了一
个埃及小猫眼罩，爱不释手，“在埃及
时都没见过这么多可爱的文创产
品。市集把这些文创带到我们身边，
很方便也很有趣。”

本次市集将文博特展的文化基
因植入烟火肌理，让博物馆、美术馆
的珍藏跨越时空、走进街区，为市民
带来沉浸式的文化消费体验。

从文物文创的破圈尝试，到历史
建筑的活化利用，杨浦正以创新实践
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打造文
化“YOUNG本”，让文化之光点亮城
市未来。 ■汤顺佳

“起来，起来，起来！不屈的中
华，中华！”舞台上，年轻的田汉挥笔
写下进步电影《风云儿女》的剧本和
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希望
唤醒中华儿女的抗争意志。而聂耳
同样怀揣热血，四下奔走，用曲谱为

《义勇军进行曲》注入灵魂。
前不久，音乐情景剧《励国之歌》

在复旦大学相辉堂首演，带着观众们
穿越时空，重溯国歌诞生的热血历
程。此次活动由复旦大学党委宣传
部、杨浦区文旅局主办，杨浦区红色
文化发展中心（国歌展示馆）承办，田
汉基金会协办。

1935 年 5 月 24 日，电影《风云儿
女》在金城大戏院首映，其主题曲《义
勇军进行曲》首次公开唱响，如一声
惊雷，激发起无数中华儿女的爱国热
情。90 年后，在《风云儿女》的拍摄
地、《义勇军进行曲》的唱响地——杨
浦，《义勇军进行曲》背后的故事以音
乐情景剧的“新面孔”与观众见面。

《励国之歌》由杨浦区文旅局、国歌展
示馆与上海戏剧学院共同创排，表演
者主要为上海戏剧学院、上海立达学
院表演专业学生。

“为了演好这一角色，我查阅了
历史资料，也对田汉做了一些研究和
了解。田汉，被大家称为‘田老大’，
他具有一种领袖精神，我想将这种品
质表演出来。”田汉的扮演者、上海立

达学院表演系学生李鑫说。
在讲述田汉和聂耳为《义勇军进

行曲》作词、谱曲的故事之余，该剧还
创新性地刻画了更多为国歌付出努
力的仁人义士，如电影《风云儿女》的
主创人员许幸之、王人美、袁牧之
等。他们同样活跃在救国战场上，以
文学、诗歌、音乐、电影等艺术表达为
武器，唤起民众斗志。

“我们这次求证了大量史实，国歌
展示馆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史料，帮助
还原了国歌诞生的过程。”导演、上海
戏剧学院导演系副教授石俊表示，“过
去讲述国歌故事时，大家比较强调描
写田汉和聂耳。的确，他们是非常核
心的词作者和曲作者，但是他们背后
还有很多热血青年、文学青年，冒着生
命的危险，让这首歌能够唱响。”

1935年5月8日《义勇军进行曲》
词谱在《申报》《时报》《大美晚报》公
开发表；5 月 24 日，电影正式上映。
90 年，从银幕到舞台，变的是艺术表
达载体，不变的是民族气节。演出结
束后，掌声经久不息。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也是《义勇
军进行曲》的唱响地。这部文化作
品，我相信对年轻人如何在新时代更
好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扬国歌
精神起到激励作用。”现场一位观众
表示。 ■汤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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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上海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双首单”落地

“把房子装进信托”实现制度化

6月14日，在江苏里下河地区农科所（扬州市农科院），农民在田里起秧、运秧（无人机照片）。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已过半，播种进度快于往年。截至6

月13日18时，全国已夏播粮食2.7亿亩，主要以南方中晚稻、夏玉米、夏大豆为主。 ■新华社发 齐立广 摄

夏播进度过半

据解放日报 记者从隧道股份上
海能建获悉，上海首批搭载 AI 大数
据智慧能源管理平台的EMC合同能
源管理项目已落地。引入AI控制逻
辑的节能改造犹如“AI 智慧节能管
家”，有望破除传统裉节问题，帮助建
筑的综合能耗降低近30%。

建筑是中国的“耗能大户”，全
社会三分之一的耗能来自建筑，其
中大型公共建筑单位面积能耗更是
普通住宅的数倍。业主想省电又犯

愁：一是怕前期花钱改设备，好久才
能回本；二是节能效果难量化，怕钱
打水漂。

搭载 AI 大数据技术的“AI 智慧
节能管家”，就像一位24小时在线的
专业管家，把节能设备运营的全流程
管起来，精细到每一个出风口、每一
盏电灯、每一台电梯。根据试点来
看，一栋高达30层的办公楼，每年可
节约用电量150万千瓦时，节约电费
将近100万元，相当于每年节约标煤

量184吨，减少碳排放870吨。
AI管家技术，也将赋能节能改造

中的重要商业模式“合同能源管理”
更好地落地，让建筑具备更高的节能
效益，实现社会、投资方、产权方的三
方共赢。目前，相关模式已在上海市
检测中心项目、上海城建国际大厦等
多个大型办公楼宇和园区建筑中落
地应用。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
和推广，“AI智慧节能管家”有望走进
更多建筑。 ■戚颖璞

据解放日报 6月9日，全国首单
“不动产+现金”混合财产形式的家庭
服务信托在上海落地，这也是上海试
点开展的首批两个不动产信托登记
案例之一。

信托本质上是一种财产管理制
度。上海此前没有落地过不动产信
托，因为想要把房产这样的不动产放
进信托会面临一些问题，其中之一就
是委托人需要把房产过户到信托公
司名下，这样一旦信托公司有债务纠
纷或破产清算，委托人的房产就有被
纳入偿债资产的风险。

有鉴于此，不久前，上海市委金
融办、上海金融监管局等六部门印发

《关于开展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的通
知》，明确开展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
要求须将委托人名下的不动产转移

登记至受托人名下，并由不动产登记
机构在不动产权证上注记“信托财
产”，实现其与委托人、受托人固有资
产相隔离。至此，“把房子装进信托”
真正实现了制度化，也直接促成了这
笔全国首单的探索。

这笔“不动产+现金”业务的落地
方上海信托介绍，该案例委托人为一
位中年白领女士，将名下的一套商办
房屋作为信托财产，并追加现金资
产，通过该房屋的出租获取稳定的现
金流，用于补充其母亲养老金；待其
子女成年后，该房屋定向传承给子
女，作为子女个人财产。

此次成功落地的另一个不动产信
托登记案例来自爱建信托，不同于上一
案例的“不动产+现金”，这是一笔纯

“不动产”信托业务，也是上海首单以不

动产为信托财产的特殊需要服务信托。
委托人为一位年近八旬的离异

独居老人，膝下无子女，其日常生活
主要由侄子照料。老人将名下唯一
的住房托付给信托公司，住房租金作
为退休金的额外补贴，助其安心养
老，其百年之后再将房产定向传承给
侄子。该案例中老人生前仍保有房
屋的运用、处置及收益权，身后确保
传承意愿精准落地。

这一案例中信托的作用也很明
显：如果是遗嘱继承，需法院认可遗
嘱效力，并在当事人身故时才能生
效，最终兑现前仍存在一定的流程风
险。而信托在解决此类特殊需求时，
其独立性将帮助隔离风险，确保财产
未来如愿传承到受益人手上。

■吴恺沄 张杨

据新华社 记者6月14日从国家
文物局获悉，国家文物局近日完成新
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定工作，10
家单位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
单。至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评定
65家，分布在全国21个省（区、市）。

这 10 家单位是：山西省陶寺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内蒙古自治区萨
拉乌苏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蒙古
自治区和林格尔土城子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浙江省上山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安徽省双墩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山东省大汶口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河南省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湖北省铜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四川省宝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陕西省秦咸阳城咸阳宫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

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新
评定的 10 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从
不同侧面展现了人类起源、农业起
源、文明起源与早期王朝国家形成和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过
程，突出体现了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
值、中华民族精神追求。10 家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实现了遗址本体、历史
环境、文化氛围的系统保护，同时积
极创新展示展陈方式，推出高水平展
览，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活动、
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 ■杨湛菲

据文汇报 首条“夜上海公交专
线”（夜上海联动扩消费专线）日前发
车，乘客可以登上铺着星空的限定巴
士，一起在夏夜兜兜夜上海。

记者获悉，夜上海公交专线是
2025上海夜生活节携手久事公交推
出的首条定制公交专线，由巴士四公
司负责运营。

开通后，该专线将运营至 7 月 6
日，每周五、六、日下午2点至晚上10
点运营，发车间隔约120分钟。市民
和游客可在高德地图搜索“夜上海公
交专线”，查找最近的上车站点，体验

上海夏夜的公交漫游时光。
值得一提的是，这条夜游专线首

度串联起沪上五大夜间热门地标商圈
——BFC外滩金融中心、上海新天地、
兴业太古汇、久光百货以及上生·新
所。消费者只需商场内单笔消费满66
元以上，即可凭消费小票在商场指定
服务台兑换公交专线上车凭证，还有
机会获得活动限定纪念票根。

首发公交上，乙舦手碟社群带来
精彩的手碟演出，未来上海杂技团的
趣味魔术也有望登上专线，还有更多
神秘快闪活动随机上演。新颖的“交

通+消费”模式，让夜游之旅充满惊喜。
据悉，线路覆盖的五大商圈同期

推出丰富的活动和夜间消费福利，与
专线公交形成联动。比如，在BFC外
滩金融中心，超15场萌宠主题活动不
停歇，15家人气酒馆餐厅共同开启夏
夜狂欢，营业推迟至深夜11点；在新
天地，6月19日至29日，“香港——沉
浸式之旅”把地道港式风情带来上海；
在太古汇，6月16日起，迪士尼“奇实
很简单”主题活动开幕，米奇和他的朋
友们随机刷新，消费者可以解锁“打破
次元壁”的合影。 ■徐晶卉 朱超

据解放日报 近日，社交媒体上
有不少网友反映，上海交警加大了
对“后排乘客未系安全带”行为的查
处力度。处罚方式既有警告，也有
罚款。

实际上，早在 2022 年上海公安
交管部门就宣布，将加强对后排乘客
不系安全带的查处和整治力度，通过
教育和处罚相结合的方式，提升驾乘
人员的交通安全规范，如今已成为交
通安全管理的常态内容。

有人认为，相比闯红灯等严重交
通违法，后排乘客未系安全带属于情
节轻微的“小违法”。但来自市公安
交管总队的统计显示，上海 2024 年
发生的有人员死亡机动车交通事故
中，涉及乘客未系安全带的事故量占
比达四分之一。这充分表明驾乘人
员应按规定佩戴安全带的必要性。

自觉性仍待加强
在上海开了五六年网约车，王师

傅已养成习惯，只要乘客上车，不管
是坐副驾驶，还是坐后排，他都会提
醒一句“请系上安全带，警察要查
的”。王师傅说，后排乘客主动系安
全带的不太多，但经过提醒，多数乘
客会有动作。“我们没办法强制客人
系安全带，只能提醒。万一被查到，
也是处罚乘客。”但他也注意到，走
高速时，后排系安全带的乘客会多
一点。

“警察查得严，乘客配合度就
高，一阵一阵的。”出租车司机邱师
傅告诉记者，每天搭载的乘客中，坐
后排会系安全带的“一半一半”，而
坐副驾驶的大多数会系。据他观
察，经过这几年的宣传教育和查处
整治，不少乘客已养成坐后排也系
安全带的习惯，但普及性和自觉性
有待进一步加强。

一名交警告诉记者，执法管理时
发现部分市民对后排系不系安全带

“不以为然”，“有些人的交通安全意
识不到位，我们在现场需要花大量时
间进行普法教育”。究其原因，许多
乘车人的观念还没有转变。有市民
认为，车辆后排座位的安全性更高，
不需要安全带的保护；也有人觉得，
地面道路的车速不会太快，后排乘客
没必要系安全带；还有人表示，一些
出租车网约车的后排安全带损坏，不
具备使用条件。

多数受访者表示，在高架道路和
高速公路上，坐后排系安全带的意愿
更强烈。“毕竟车速较快，系了安全带
可以保护自己。”张小姐说，她养成这
个习惯是因为一次受伤的经历。“以
前的出租车副驾驶后面不是有块显
示屏嘛，有次我加班回家，坐在后排
睡着了，然后司机在高架上一刹车，
我就撞到显示屏上，眼角都瘀青了。”

开展非现场执法
机动车后排乘客应系好安全带，

并非新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
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应
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2017年开始实
施的《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37
条也明确：机动车乘坐人在配有安全
带的座位就座时，应当使用安全带。

上海公安交管部门不是近期才开
始查处相关交通违法行为的。早在
2022年9月，交管部门就公开宣布，将
结合夏季整治“百日行动”，对机动车
后排乘客不系安全带的违法行为进行
查处。这一执法行为，之所以多次引
起公众的关注和讨论，跟网上流传的
不实说法有关。此前，曾有网友在自
媒体平台上发文称，“上海警察开始对
后排不系安全带罚款，一人200元，基
本每部被拦下的车都被罚款”。

在上海，后排乘客未按规定使用
安全带究竟如何处罚？市公安交管
部门表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五十一条规定，在一般城市道路上，
后排乘坐人员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当场改正的，处警告；拒不改正的，罚
款 30 元。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
等高等级道路行驶时，后排乘坐人员
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首次违法予
以警告，第二次违法罚款30元，第三
次及以上违法或者因为违法行为造
成交通事故的，罚款50元。

公安交管部门还透露，上海已启
用设备抓拍、复用视频监控等方式，对
驾驶人不系安全带开展非现场执法。
今年以来，累计非现场查获不系安全
带违法数量同比去年上升13.4%。

避险效果大不同
有没有系安全带，遇到事故时的

避险效果大有不同。上海公安交管
部门披露的案例显示，今年5月3日，
唐某驾车搭载3名乘客，沿G60沪昆
高速由东向西行驶，其中后排乘客郭
某与吴某均未系安全带。途中，车辆
发生故障无法移动，唐某开启危险报
警灯并将车停于车道内。不料，该车
遭到后方大型客车撞击，造成乘客吴
某死亡。

来自公安部的研究数据显示，车
辆发生正面碰撞时，如果驾乘人员系
了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57%；发
生侧面碰撞时，系上安全带，可使死
亡率降低44%；发生翻车事故时，系
上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80%。

“降低事故死亡率，是交通安全
工作的重要目标。”市公安交管部门
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教育和处罚相
结合的方式，继续推动市民养成坐在
车辆后排也规范佩戴安全带的习惯，

“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邬林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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