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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昨天上午，上海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建工程项目正
式开工建设，这是上海完善重大

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
生应急管理体系的一项重大举

措。市委书记李强出席开工活动
并宣布项目开工，市委副书记、市

长龚正讲话。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落实上

海市公共卫生建设大会部署，经

各方共同努力和前期紧张筹备，
市疾控中心新建工程项目实现年

内动议、年内立项、年内开工。项
目将对标国际顶尖公共卫生专业

机构，高标准、高水平建设卫生应
急和疾病防控重大基础设施群，

为上海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
龚正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要

求，坚持预防为主、平战结合，加快

推进上海疾控体系现代化建设，把

公共卫生防护网织得更牢更密，更
好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

全、维护经济社会稳定。要以市疾
控中心新建工程项目建设为契机，

努力打造现代化、智能化、高水平
的公共卫生专业机构，不断增强科

研创新能力、监测预警能力、应急

处置能力，持续提升防控重大疾病

疫情的科学化、精准化水平，为把

上海建设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最安
全城市之一作出应有贡献。广大工

程建设者要坚持安全第一、质量优
先，科学施工、文明施工，努力打造

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精
品工程。

市疾控中心新建工程项目位于

虹桥商务区主功能区北部，主要建
筑包括一幢综合业务楼和两幢实验

楼，将建设应急指挥中心、国家突发

急性传染病防控应急平台和一批高
水平实验室平台。项目建成后，将有

力发挥提升硬件水平、改善功能布
局、强化能力建设的作用，进一步提

高超大城市公共卫生应急响应、安
全保障、健康服务、科学研究、循证

决策和科研转化、教育培训能力。

市领导诸葛宇杰出席开工活
动，宗明主持。

    今年 2月，北外滩最新规划

公布，举世瞩目。2020年岁末之

际，记者跟随虹口区方志办主任
陆健，来到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

的北外滩，感受“世界会客厅”的
历史和现在。此时，苏州河景观步
道即将竣工。站在苏州河与黄浦

江的交汇处，尽可感受上海百年

风云，展望上海璀璨的未来。

黄浦江北岸有一条名叫虹口
港的小河，它曾叫上海浦、沙洪、洪

口，后来被定名为虹口，而虹口区
也因此得名。从虹口港向南眺望，

正是陆家嘴恢弘的天际线，黄浦江
在这里完成了一个“弯道加速”，陆

健说，也正是因为这一地利，江底

泥沙不易淤积，形成了天然的深
水良港，这也是北外滩成为上海

近代崛起之地的主要原因之一。
1843年上海开埠后，凭借着

优越的水文条件，北外滩码头林
立、仓库栉比。从 1845年第一个

虹口码头开始，北外滩沿江建有
12个码头和数十个仓库，江面上

商船终日穿梭不止，成为上海最

重要的面向世界的水路港口，上
海航运中心的地位，从此时已然

奠定。发达的海运贸易推动了北
外滩工业、邮政、商务、市政、对外

交往的急速发展。
苏州河北岸过河南中路，一

栋 11层的大楼赫然出现，它就是

河滨大楼，曾经的“远东第一公
寓”，上世纪 30年代上海最顶级

的豪华住宅。大楼内电梯、水暖、
锅炉间一应俱全，在当时是最顶

级的配置，正门大厅内至今保存
着 EB 字 样 ， 是 Embankment

building（水景住宅）的缩写，而它
最早的业主，都是在外滩工作的

商贸精英人士，足可见北外滩在
当时堪称黄金地段。

继续向东，可以看到一座折

衷主义风格大楼，它就是落成于
1922年的上海邮政大楼，曾经的

上海邮政总局新厦。在信件依然

是主要通信方式的年代，上海邮
政总局新厦巩固了上海作为全国

邮政重要枢纽中心的地位，同时
也促进了国内和国际邮政业务的

发展。
沿着新修建的苏州河步道，向

江河交汇处漫步，就来到了北外滩
的地标，上海打造“世界会客厅”的

最佳观景点。在这里，苏州河两岸、
浦东陆家嘴三足鼎立，外白渡桥是

前景，陆家嘴天际线为背景，左边

是上海大厦、浦江饭店，右边就是
有着“十里洋行”之称的外滩金融

建筑群，笔直向前的黄浦路，被称

为上海的“东交民巷”，曾是多国领

事馆的所在地。陆健说，能够一景

看遍上海百年，唯有此地别无他
处，是当之无愧的上海名片。
沿黄浦路来到东大名路穿过

虹口港，这里曾是江南制造局的
旧址，中国民族工业的开端，而站

在历史的新起点，北外滩又在此

地开始了新一轮的华丽转身。作
为规划中的北外滩核心区，这里

不仅将诞生 480米高的浦西“新

地标”，而且将围绕“新地标”和
320米的白玉兰广场，打造两组

标志性建筑群，勾勒出壮丽的城
市天际线。未来的北外滩的“金融

服务”“总部经济”“首店经济”“首
发经济”以及苏州河以北的商业

商贸中心将大放异彩，构成一幅

新时代虹口版的“清明上河图”。
一个下午，只走完了北外滩

的一部分，却已看尽沧海桑田，风

云变幻，而它的精彩远不止于此。
北外滩积淀了太厚重的历史，刻

录着一代代中国人强国梦想，见

证了上海敢为人先的步伐。穿过

一个半世纪沧桑岁月，它正以“世

界会客厅”的角色，再一次站上时

代的潮头浪尖。本报记者 李一能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上海市疾控中心新建工程开工
李强出席活动并宣布项目开工，龚正讲话

今日论语

百年北外滩
再次站上时代风口

▲

张
华
强
自
一
九

五
八
年
起
就
住
在

河
滨
大
楼

荨

宝
丽
嘉
酒
店

本
版
图
片

记
者

陈
梦
泽

摄

▲

上
海
邮
政
博
物
馆

    “当了网红之后，可以

赚到很多钱。 ”这是一位农
村孩子在接受央视采访时

说的话。一项针对全球主要
国家 8至 12岁儿童的调查

显示： 在小学生中，“网红”

成为比宇航员更具吸引力

的职业。

“网红”对于儿童的影
响，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而

越来越大：2017年，英国一
机构询问了 1000名儿童的

理想职业， 其中半数想成为
“网红”；2018年，日本一调查

机构对 1200名小学生的调查
发现，“网红”在他们理想职业

排名中升至第二位；2019年，

新华网做过一个调查，有 54%

的青少年最向往的职业是当
主播和网红。 福布斯公布的

《2019年 YouTuber收入排
行榜》中，儿童“网红”占了

两席。在国内，一些儿童“网
红”的吸金能力让不少成年

人也自愧不如。

年少成名并不可怕。当

儿童成为“网红”之后，家长
如果能够正确引导，可以让

孩子看到自己的潜力。但在

现实生活中， 当孩子不知不

觉成为“弄潮儿”后，一些家
长也在焦虑和攀比中， 逐渐

丧失了对于固有价值观的坚
守：无论是“3岁女孩吃播，被

父母喂到 70?”，还是“小马云”被辞退，都
在上演着一出出现实版的“伤仲永”。

网红经济是新生事物， 在一些国家

禁止未满 13岁的未成年人在没有父母
陪同的情况下单独上网直播， 我国也正

在推动这方面的规定出台。 在相关监管
和规范的法规还有缺失的时候， 更需要

家长帮助孩子了解和辨别。

当李子柒、薇娅等“网红”越来越多

地出现在我们生活中，对于家长们来说，

不应该在刷屏信息中， 迷失对于孩子未
来成长道路的判断， 而是应该看到这些

网红成长中非常人般的努力， 让孩子看
到成功的不易，并挖掘他们更多潜能。

对孩子未来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不是
“网红”，而是父母。父母是孩子成长道路

上的第一任老师， 也是孩子人生观念形
成的“镜子”。 不要因为自己的孩子成为

“网红”， 而像中了头彩般骄傲自豪，“小
时了了，大未必佳”；也不要因为自己孩

子没有成为“网红”，而羡慕“别人家的孩
子”，逼着自己的孩子成为“网红”。

在“流量经济”“网红经济”大潮中，家
长们要辩证地看待成长与成功的关系，让

孩子深入、有序、努力地持续探索知识，比

让他们成为一时的“网红”有价值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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