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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互联网优质内容是上海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软实力。为支持互
联网优质内容创作，营造良好行业生
态，上海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推出

《上海市关于支持互联网优质内容创
作的若干举措》（以下简称《若干举
措》），明确九条扶持政策。

《若干举措》支持黄浦区、杨浦区
建设在全球范围具有影响力、引领力
的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集聚区，对集
聚区内成效显著的公共服务平台，以
及全市范围内表现突出的孵化器、产
业园区，市级层面按市促进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要求，每年提
供最高 1000 万元奖励。鼓励各区打

造产业链优势环节，优化全市产业布
局。同时，依托平台企业、行业协会，
在集聚区内举办全球创作者大会、创
新创业大赛等具有广泛影响的品牌活
动，打造行业高端交流交易平台。

杨浦打造集聚区，有哪些区位优
势和产业基础？据介绍，杨浦区近年
来数字经济发展“量质齐升”，“在线新
经济”入选上海首批“市区协同”千亿
产业集群，数字经济也首次成为税收
贡献最大产业，并且B站总部位于杨
浦，其二次元、知识类内容生态与高校
氛围高度契合。目前，全区集聚数字
经济企业超8000家，软件和信息服务
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连续5年保持

两位数增长，占全市近五分之一。区
内已吸引多家头部MCN机构和互联
网内容平台入驻，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因此，依托杨浦打造集聚区，是匹
配杨浦现有核心产业和头部平台的综
合优势，为政策落地和集聚区的差异
化、特色化发展奠定基础。

《若干举措》注重激励优质内容创
作。集聚区设立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
主体合法权益保护快速通道，保障优
质内容创作合规健康持续发展。对讲
好上海故事、中国故事且有较大影响
力的，单项内容市级层面最高给予10
万元奖励，并优先推荐申报国家及市
级荣誉。科技赋能创作方面，对开展

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互联网优质内容
创作相关应用场景建设的主体，给予
最高可达总投资30%的资金支持。

《若干举措》发布后，杨浦的新政
策“接踵而至”——将出台“YOUNG
立方”的综合性扶持计划，依托区域

“大学+大厂”“数字经济+科技创新”
资源优势，打造具有区域特色和国际
竞争力的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集聚
区，为优质内容创作者和企业提供全
方位、立体化的成长支撑。

该政策将围绕“优质”“创作”“集
聚区”三大核心，聚焦解决互联网内容
创作企业与创作者的痛点难点，力求
使其在上海杨浦“被看见”“受尊重”

“能成长”。 支持政策从“免、奖、服、
投、补、管”六个维度推出18条措施，
打造政策立方体“YOUNG立方”，助
力铸造优质内容创作“六边形战士”。

杨浦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庆宁
表示，杨浦将加强政策落地实施，做好
接续政策储备，打造“一楼（创智天地
6 号楼）一街（创智天地大学路步行
街）一园（哔哩哔哩新世代产业园）一
区（全域优质内容创作集聚区）”的互
联网内容产业“核爆点”示范区。同
时，“量身定制”做好服务，确保政策目
标可及、规则可见、逻辑可懂、路径可
通、温度可感。 ■俱鹤飞 孙青

（综合自《解放日报》、新华社）

编者按
上海人一直用“大”形容杨浦。杨浦之“大”，有着百年工业、百年市政、百年大学的丰厚底蕴。近年来，杨浦之“大”更指向不断壮大的创新生态：知名大

学焕发新生、互联网“大厂”茁壮生长。
近期，杨浦之“大”，又添新内涵，吸引了各大媒体的关注——创智天地广场6号楼，一栋崭新的“V聚场”拔地而起。从空中俯瞰，仿佛在这片创新热土

上，写下一个硕大的“V”字。
“V聚场”，顾名思义是“网络大V”集聚的创作秀场，为互联网内容创作者提供创新创意创作的舞台。超4700平方米的三层空间内，配备专业摄影棚、配

音室、特效制作中心等多种设施，集办公、培训、直播等功能于一体，吸引头部内容创作团队入驻。
随着互联网内容创作者集中入驻，杨浦区“大学－大厂－大V”集聚的“创新大三角”正在初步形成。
本期2、3版为读者带来“创新大三角”背后的故事。

以“青春”为底色，描绘“大V”生态

大学的创新动能、“大
厂”的平台势能、“大V”的传
播效能在杨浦彼此赋能

“大 V”创作者活跃在线上，更
活跃在线下。在 B 站 UP 主毕珩看
来，平日里身处的环境，对创作至关
重要。

2021 年，“种草经济”兴起，部分
内容过分夸张的“网红滤镜”引发关
注。随即，他与团队创立账号“滤镜粉
碎机”，以真实体验打破滤镜。在“滤

镜粉碎机”所聚焦的商业与消费领域，
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

“因大学、大厂而在杨浦汇聚的青
年群体，恰恰是最乐于接受新鲜事物
的人群。”毕珩说，杨浦区的环境，使人
总能保持年轻的心态与好奇的眼光，
倾听不同的观点。大学、“大厂”交织
出的“青春气息”，正是杨浦区构建“大
V”生态的底色。

他印象最深的选题之一，便源自
年轻人的话题。“2023年，特种兵旅行
走红网络，我与同事便策划了‘三天游
五岳’的选题。”毕珩说。三天内他们

行程4600公里，用镜头真实记录了特
种兵旅行极致的“累并快乐着”。

毕珩选择杨浦的另一个原因，是
内容“大厂”的平台势能——这也是杨
浦区“大V”生态活力的源泉。

B站百大UP主中，超30%扎根上
海，近 400 万名创作者在此挥洒才
华。如今，大学的创新动能、“大厂”的
平台势能、“大V”的传播效能在杨浦
互相交织、彼此赋能。大学开放无界，
青春与活力在城市飞扬；“大厂”深耕
本地，以线上流量为城市添彩；“大V”
漫步街头，用镜头传播城市的风貌。

一个个具体而微的细
节，是杨浦对于创作者可知
可感的城市温度

大学云集——有复旦、同济、上
财、上理工等 10 余所知名高校和 18
万名大学生。互联网“大厂”与大学
比邻——从五角场到新江湾城一带，
B站、抖音、美团、得物等在线新经济
企业蓬勃发展。繁荣的“大V”生态，
离不开杨浦区全方位对接，为企业发
展、人才集聚提供更有针对性、更加精
准的政策举措和便利服务。

参观“V 聚场”后，B 站 UP 主“上
海小马哥Max”告诉记者：最大感受，
是被细节打动。

在这处专为互联网创作者设计的
空间里，创作中的每一项琐碎需求都
被设计者考虑在内：有不同风格的直
播间、接待粉丝见面的中型会议室、供

创作者忙里偷闲寻找灵感的运动和休
息空间，以及供创作者跨界交流、激发
火花的开放办公场所……

高能级的“大 V”生态固然重要，
但一个个具体而微的细节，才是杨浦
区对于创作者可知可感的城市温度。
不论“大V”还是“小UP”，每一个创作
者都能在这里心无旁骛、安心创作。

针对内容企业，杨浦为其举办线
下活动腾出最好的场地。7月11日至
13 日，哔哩哔哩旗下大型综合性展会
Bilibili World 2025分会场继续落地杨
浦。活动期间，杨浦在五角场商圈同步
策划多项配套活动：百联ZX造趣场推
出灵笼线下快闪主题店，“二次元”专属
接驳巴士助力粉丝玩家转场“吃谷”。

为助力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发展，
杨浦正依托头部企业，着力构建产业
生态，推动更多产业链企业孵化集聚，
培育引进创新创业人才。 ■肖彤

（来源：解放日报）

“沪九条”促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营造良好行业生态，激励讲好上海故事中国故事

杨浦将打造互联网内容产业“核爆点”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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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据文汇报 超市还能有什么“新
玩法”？以豆制品起家的上海本土品
牌清美集团走出了一条不“卷”但清
奇的路径。

日前，清美集团打造的“品上生
活”自营超级市场全国首店在百联西
郊购物中心开业。“这还是阿拉认识
的清美吗？”这是记者在现场听到最
多的一句话。开业首日，现场人潮涌
动，烟火气十足：人均拎两个榴莲、半
天卖出3000盒包子、腰果瓜子现炒现
卖、豆制品必抢必买……“品上生活”
首日销售额突破 144 万元，订单量
11475单，客单价达126元，从消费者

“扑扑满”的购物篮和截然不同的购
物清单就会发现，这个超级市场和当
下的“顶流”胖东来、山姆都不一样。

“我们缩小了零食、日化等标品区
域，将自营工厂、农场的部分生产环节
前移至超市现场，把自己最擅长的事做
到极致。”清美集团副总裁刘万龙介绍，
这家全国首店以“自种、自养、自产、自
销”为特色，形成全产业链自营模式，后
续还将快速复制推广，今年清美共计将
在上海开出6家品上生活超市。

多个档口“人无我有”
在商超行业，你还能想到什么新

业态？“品上生活”自营超级市场全国
首店一口气给出了多个创新方案：茶
叶、补品可零拷；腰果、瓜子现炒现
卖；生鲜面档有几十种面条选择……
这些在菜市场和市集里都不一定能
找全的烟火气，统统被归集到5000平
方米的超级市场里。“我们共设置了
12个档口，多个档口是‘人无我有’的
新尝试。”清美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开业首日，记者随客流进入超市，
大部分顾客在熟食区已“迈不动腿”。
500多平方米的熟食档口，陈列着几百

款现制现售的熟食卤味，从梅川路赶
来的黄阿婆挑得眼都花了，最后买了
一份虾油卤鸡、一份秘制大凤爪。李
秦华阿姨则在旁边的生鲜面档前看了
许久，苏式细面、阳春面、小宽面、鸡蛋
面，还有大馄饨皮、小馄饨皮，起码有
20多种不同的选择。“我在小菜场都没
看到那么多品种，胖东来也没的。”

熟食区不仅大，而且很有讲究。区
域负责人揭秘：这里符合上海人的消费
心理，适配全年龄场景。比如很多年轻
人不愿做饭，火锅、鲜备菜、关东煮、小龙
虾、寿司一应俱全；银发族对上海美食很
挑剔，各种熟食卤味、凉拌菜选择很多；

“打工人”场景也有，红烧狮子头3.5元一
个，葱烧大排12.8元一盒，明厨亮灶现
烧出来，买个盒饭都冒着热气。

炒货区和礼品区也有突破。记
者在炒货区看到，正中央摆放着大型
设备，正在烘烤腰果。工作人员介
绍，这里的花生、瓜子、腰果等炒货都
是现炒现卖，对标的是薛记炒货等细
分领域龙头企业。而在礼品区的“C
位”，虫草、西洋参、茶叶等都是散装
可售，装在巨大的罐子里，并提供样
品帮助顾客挑选。“我们希望撤去繁
复包装，给消费者同等价位最具性价
比的产品。”相关负责人介绍。

“做自己最擅长的事”
在“品上生活”逛一圈，很容易发

现它与胖东来、山姆、盒马鲜生等当红
大型超市都不同，它大大收缩了日化
等标品区域面积，但放大了蔬菜、肉
品、水产、豆制品等12个档口的特色，
因此商品的区别很大，用现场一位消
费者的话来说，“能看到清美的影子”。

记者在现场探访发现，“品上生活”
选择的是一条“自种、自养、自产、自销”
路径，选择“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并将其

优势做足放大，形成了自有特色。以包
子为例，这是清美鲜食业态中既有的特
色产品，但在“品上生活”，这一优势被
放大了。记者在冷冻区看到，手工红豆
沙包、手工香菇菜包均是6.9元6个，手
工黑毛土猪肉包9.9元6个。“一个上午
卖了3000盒，其中1200盒菜包直接卖
空。”档口负责人告诉记者，如果消费者
想吃热腾腾的，在旁边的糕点区也能买
到现制现售的，“不过需要排队”。

蔬菜区、豆制品区也都是清美的
供应链强项，80%的生鲜商品可实现自
营。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的小叶茼蒿
4.8元一包，韭菜3.35元一包，工作人员
一直在不停补货。“3小时已经上了3批
货。”刘万龙告诉记者，这些蔬菜背后是
强大的供应链体系，目前集团在上海有
14个自营基地，上海数字化高标准绿
色农业基地已达11000亩，定向种植农
业基地更是扩展至50万亩，日产各类
绿色蔬菜300多吨，“超市所售的蔬菜，
在基地里完成包装和分拣后，从农场送
到门店只要2小时。”

此外，清美还将自营的工厂、农场
的部分生产环节前移至超市现场。比
如在水产区，可以看到“吊水鱼”。现
场工作人员解释，这些鱼在原产地直
采后，并非直接送到门店，而是先运到
崇明净水养殖10天，更加确保安全美
味。而在肉品区，猪肉和鸡肉均提供
现切现买和预包装两种类型的产品，
价格一致，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喜好。

有分析人士认为，过去几年，不少
商超通过打造自有品牌，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传统模式“低买高卖”带来的同
质化竞争。而在刘万龙看来，清美的

“进阶”在于，通过自建农场、工厂，形成
全产业链自营模式，砍掉多层经销商加
价环节，不仅能更好地控制成本，也让
商品更加差异化、个性化。 ■徐晶卉

本土品牌清美开出“全国首店”

据文汇报 1405 年至 1433 年间，
明代航海家郑和奉皇命率领当时世界
上规模最为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足
迹遍及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东
海岸，谱写了人类航海史上的壮丽篇
章，带来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

为什么由郑和完成此项使命？宝
船上都装了些什么？下西洋为中国与
世界带来了什么？7月11日是中国航
海日，也是郑和下西洋首航纪念日，中
国航海博物馆推出“犹说宝船来：郑和
下西洋620周年纪念展”，综合运用图
文、实物、视频、场景等多种方式给予
解答。这是国内首个从全球航运与贸
易视角，联动古今、集聚文博界与港航
界资源的郑和主题大展，共汇聚14家
博物馆、6家港航单位近150件精美展
品，全方位展示七下西洋的历史图景，
探寻郑和航海的当代价值。

为什么由郑和完成此项使命
展厅中，一件南京市博物馆收藏

的大报恩寺琉璃塔构件引人关注，属
国家一级文物。大报恩寺是明成祖
朱棣为纪念父母而下令营造，郑和曾
负责督建。有记载：大报恩寺琉璃宝
塔高达 78.2 米，通体用琉璃烧制，自
建成至衰毁一直是中国最高的建筑，
有“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之
誉。从此番亮相的精美构件，便能窥
得“天下第一塔”的壮美。该构件施
有黄、绿、赭等釉彩，看上去流光溢
彩，上面浮雕着一只护法雄狮，双目
圆睁，凸鼻露齿，蹲伏远望。

一旁，是僧人圆瀞为郑和所书的
经书《妙法莲华经》，表彰其出资刊印
和铸造镀金舍利宝塔的善举。具有
兼容并包的思想理念，是郑和成为下
西洋正使钦差人选的原因之一，也让
他在未来的下西洋历程中充分尊重

当地文化，与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

宝船上装了些什么
据记载，郑和船队由超过200艘

海船组成，每次出访，随行船员可达
27000 人以上，携带大量中国物产而
去，满载西洋物产而归。为了适应海
外审美和使用需求，这一时期瓷器纹
样与造型呈现出浓郁的异域特色。比
如，此次展出的上海博物馆藏景德镇
窑青花轮花纹双耳扁壶，为国家一级
文物，形如伊斯兰地区的金属水壶，器
物全身绘有各种花纹，异域特色浓烈。

在郑和下西洋时期，大量中国纺
织艺术以朝贡颁赐和贸易的形式传播
至海外。展厅呈现的杂宝纹八达晕
锦，纹样以垂直、水平和对角线相交，
形成类似“米”字的图案，象征着八方
辐射，寓意“四通八达，财路亨通”。

郑和船队航线行经多个世界著名
的宝石及贵金属产地，采买大量黄金
与包括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等品类
在内的珍贵宝石回国，极大丰富了明
代皇室勋贵的配饰造型。展览展出了
一整套明代贵族女性金头面，包含顶
簪、分心、挑心、掩鬓等部件，其上镶嵌
的红宝石、蓝宝石、绿松石等贵重宝石
来自海外。而一件明嵌宝石金镯，运
用花丝、镶嵌、焊接等工艺制作，镯上
有插销装置，可自由开合。

展厅中，一件铜钟是郑和第七次
出使西洋前为祈求航行平安所铸，下
部一圈铭文包含“吉祥如意”等内容。
遗憾的是，这次他并没有平安归来，因
为积劳成疾在印度的古里去世。

下西洋带来了什么
受惠于船队开辟的横渡印度洋

航线，中国与西洋各国乃至欧洲的贸
易往来不绝，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持续

不断。比如，明代很多瓷器上的帆
船、海怪、异兽纹样，不仅是艺术的表
达，更承载着人们对海洋的敬畏与探
索精神。展览中，一件明宣德青花海
水瑞兽纹盘，盘心为双翼飞象，周围
隐现龙、羊、鹿、虾、文鳐鱼等不同形
状瑞兽十六种，与南京天妃宫壁画中
的瑞兽纹相似，很可能与下西洋海事
直接相关。

而一件明代漳州窑红绿彩近悦
远来瓷盘，中心绘制西式罗盘，四周
装饰着西式帆船、飞鱼、山水。瓷盘
的外圈写有“近悦远来”，出自《论语·
子路》中的“近者悦，远者来”。

以下西洋为主题的传奇故事亦
在民间广受欢迎，比如明代罗懋登撰
写的神魔小说《新刻全像三宝太监西
洋记通俗演义》就是以郑和七下西洋
为历史背景撰写的，反映出明清时期
民间对海洋传说的浓厚兴趣。

郑和船队还在沿途留下了许多遗
迹、遗物和传说。东南亚地区尤为盛
行，人们为郑和修建庙宇，用他的名字
为地方命名，以纪念郑和使团曾经的
行迹。本次展览展出了一把原保存于
印度尼西亚民间的三保公矛，矛的两
面分别铸有“三保公”和“三保大人”的
铭文，是当地纪念郑和的祭奠之器。

以和平友好、平等互利、包容互鉴
为精神内核，郑和船队在海洋上架起了
连接不同文明的桥梁。本次展览创新
采用1+n的馆内外联动模式，“万里尚
为邻——纪念郑和下西洋620周年·中
国印尼文化交流展”，7月11日在雅加
达省立陶瓷和美术博物馆开幕，强化新
时代两国人文纽带与友好合作。

距离郑和下西洋首航过去了620
年，但航海传奇激起的“浪”仍在回
响，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新篇章正在
续写。 ■李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
大会当地时间7月11日通过决议，将“西

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
■新华社发 张子彧 王鹏 编制

“西夏陵”申遗成功

据文汇报 记者近日获悉，作为
上海旅游节重点活动之一，全球首个
以《山海经》神兽为主题的沉浸式裸
眼3D装置艺术展《山海经之烛龙秘
境》于7月15日至10月8日在上海中
华艺术宫展出。

“烛龙”记载于中国古代神话传
说《山海经》，传说它睁开眼睛便是
白昼，闭上眼睛即是黑夜，一吹气变
为寒冬，一呼气又是炎夏……这一
创世神祇在上海“破壁而出”，其神
奇的力量也被观众具象化感知。

据项目联合创始人李戴维介绍，
本次展览聚焦《山海经》中的上古神
兽“烛龙”，利用裸眼3D、全息激光、
互动传感等前沿数字技术，在 2000
平方米的展陈空间中，让观众沉浸式
感受星际穿越、漫步幻境桃林、探访
龙鳞洞穴和展现“烛龙”奥秘等体验。

其中，“星际登陆”是由 10 块高
清 LED 大屏构建的裸眼 3D 环形空
间，进入其间，眼前碎片与星体会

“穿透”空间在观众眼前急速滑过；
“流界”是一个 360 度全包围光雕技
术空间，使用多面投影重构系统，
一进入其间，仿佛就被光、水汽、雾
所包裹；“龙鳞”是高精度工艺复刻
空间，每一片鳞片都经过高精度建
模、打磨、上色，人工拼贴；“龙息”
空间则用 ETFE 材料模拟出了神兽
呼吸，让观众不自觉地跟着它一起

呼吸。
“龙眼”是一个直径八米的圆形

LED穹顶构建动态宇宙，它运用“上
百万粒子的动态模拟系统”创作。项
目创意总监泽莫介绍，在这里，观众
如果躺着向上看，就会觉得“龙眼”既
像太阳，也像深海生物的瞳孔，“这种
体验无法言传，期待大家亲身体验”。

李戴维表示，展览选择以《山海
经》中的烛龙为主题，旨在打造一座
联结上古神话与未来想象的时空秘
境，让中国故事“发光”，被更多的观
众认可和喜爱。

中华艺术宫党委书记、执行馆
长王一川表示，展览选择在中华艺
术宫这一上海文化地标首展，既是
对传统文化的致敬，也是对美术馆
未来形态的先锋探索。“科技已成为
重构文化体验的核心引擎，从交互
探险剧情线到多感官沉浸空间，展
览让沉睡的历史在美术馆空间‘活’
起来，也开创了科技解码文化、激活
馆藏叙事、美学当代呈现的创新模
式，为美术馆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
可复制的‘上海样本’。”

据了解，上海首展之后，《山海经
之烛龙秘境》还将进行全球巡展，
前往新加坡、迪拜等地。中国神话
IP 也将依托美术馆平台扬帆出海，
让全球观众触摸可交互的中国文
化记忆。 ■范昕 张天弛 张玮

郑和下西洋620周年纪念展在沪推出

全方位展示七下西洋图景

《山海经之烛龙秘境》首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