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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从
体感上说，冬天已到；从景色上
看，秋天未走。记者昨天从本市

公园获悉，“最后的秋景”还剩约
两周的观赏期，而今年首朵蜡梅

已悄悄绽放，带来冬的气息。
上周末冷空气降临，申城

一夜开启“速冻”模式。共青森

林公园如同打翻了“调色板”，
园内到处是浓浓的油画风。金

黄色的银杏、无患子，火红色的
枫树、槭树，锈红色的梧桐，橘

红色的乌桕，滨海木槿、石榴、
紫薇等色叶树映衬着碧蓝如洗

的天空，浓淡相宜，美不胜收。
众多色叶树中，尤以杉树

和红枫最成规模。万株高大的
杉树，给公园涂上橙红的底色，

倒影映在盈湖各道支流河湾的
水面上，镜面也成了彩色。在

“秋林爱晚”景区，青枫、红枫、
鸡爪槭等各类枫树已被集体染

红，在寂静暖阳中闪动着火红
的光芒。

风起，更是美丽。无论是在
通往林间的铁轨上，还是烟波

浩渺的盈湖边，都能看到片片

秋叶金黄和火红随风飘零。冷风吹落了树叶，给地面

铺上五彩斑斓的地毯，据悉，目前色叶树大约还有两
周的观赏期。就在“最后的秋景”还在刷屏之际，上海

植物园今年首朵蜡梅已经绽放，送出阵阵清香。记者
获悉，上周末的冷空气使申城气温速冻至 5?以下，2

天的低温刺激后，蜡梅花苞逐渐绽放笑容。本周一下
午 2时许，上海植物园木兰园中积蓄了很久能量的蜡

梅，开出了金黄色的花朵（见右上图 园方供图）。

园方表示，今年秋天长，入冬降温的时间有所推
迟，往年霜冻约在 12月初，但今年霜冻晚了约 10天。而

经过植物园园艺师长期观察研究，蜡梅的开花与暖冬并
无直接关联，而是与初霜期的温度密切相关。

上海植物园有 60多种不同类型的蜡梅，其中以
素心金黄的花和宽大圆瓣的花最香，因此也较名贵。

木兰园的 100多株蜡梅，大部分曾在 2017年的景观
提升中搬过家，经过几年恢复期，今年花蕾明显增多。

蜡梅盛花期在一个月左右，目前盛开的是早花品种，
大多数品种将在 1月盛开。

    初冬时节，塘下公路两旁被水杉包围，层层叠叠筑起一道林间通往远方的道

路。阳光透过淡薄的云层，从水杉之间洒落下来，营造出油画般的色彩。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易蓉 摄影报道

    妈妈手织的毛衣，已经越

来越难在年轻人的衣柜中找
到了，但却带给人们最温暖、

最柔软的记忆，也是孩子们抵
御严寒、感受温暖的最爱。

长宁区妇联“恒爱行
动———百万家庭亲情一线牵”

活动坚持每年发出号召，新华

路街道妇联即于近日发动各
居民区的爱心妈妈们行动起

来，在紧凑的时间里，新华、杨
宅、田渡、西镇等居民区的 15

位爱心妈妈，用她们的巧手编
织出了漂亮的爱心毛衣，将妇

联的温暖和关爱传递给贫困
地区的孩子们。

杨宅居民区编织班成立
已十年有余，阿姨们平均年龄

65岁以上。这次给孩子们编织
爱心毛衣活动，阿姨们都非常

热心。沈景妹阿姨白天跑人口
普查、晚上织毛衣，因为时间比

较紧，连续几天都织到晚上十
点左右。郭佩英阿姨平时要带

孙女，这次为了编织爱心毛衣，
带孙女的任务转给到爱人身

上，听说是给困难儿童的，全家
人都表示大力支持。

西镇居民区编织组组长
黄洪香说：“编织毛衣的过程

中正好轮到进博会志愿者值
班，所以我们也很着急，大家齐心协力、分头

行动，你织一片手臂、她织一片前身，赶着在

冬天来临之前把毛衣织好，送给偏远地区的
孩子们。”拿到黑颜色毛线的志愿者们，虽然

感到深色毛线在看针脚时眼睛很累，但是大
家还是努力克服困难，尽量在白天光线下织，

放弃做家务的时间和其他娱乐活动，尽快把
毛衣编织起来。

一件件“温暖牌”“爱心牌”的毛衣，各种花
式各种颜色，织得既漂亮又厚实，志愿者妈妈们

还把身边人的祝福都写在了卡片上，希望今年
冬天能带给孩子们温暖、健康和快乐！

通讯员 仲萱 本报记者 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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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初冬最美塘下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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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随笔

    本报讯（记者 叶薇）在城市数字化转型

的新课题下，上海智慧城市建设的“下一跳”
是什么？在昨天举行的“上海城市峰会 2020”

上透露，上海已启动“城市智能体”建设，通过
打造一体化智能协同体系，让城市演进为能

感知、会思考、可进化、有温度的有机体。
上海最近荣膺世界智慧城市大奖，作为

中国城市首次获此殊荣，获得全球广泛关注

与认可。为构筑城市未来发展战略新优势，上
海正在全面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

在线新经济，加速智慧城市建设。
市经信委主任吴金城表示，上海智慧城

市建设 10年来已取得显著成效，上海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保持领先，率先建成双千兆宽带

第一城，截止到目前，上海已累计建设 5G室
外基站 3.14万个，室内小站 4.98万台，实现

5G城市全覆盖，“泛在化、融合化、智能化成

为上海智慧城市的优势特征。”
“上海具有数字资源的科技优势、人才培

养优势、应用产业的优势。”华为副总裁张顺
茂介绍，根据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最新报告，

“十三五”期间，华为对上海 GDP总体拉动近
千亿元。华为在上海已布局有 2个研发中心

和 1个代表处，青浦研发中心建成后，将拥有

5万名高端人才。目前，华为与超过 1000家
上海本地伙伴展开合作，在上海已支持 6万

多家企业/组织上云、支持 3万个 5G基站建
设等。

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新课题下，智慧城
市建设的下一跳是什么？对此，张顺茂表示，

未来城市应该演进成为“一体化协同、能感
知、会思考、可执行、可进化”的智能体：不仅

有“脑”，还要有“眼、手、脉、心脏”等整个一体

化智能协同体系，驱动治理数字化、经济数字
化和生活数字化，实现治理更智慧、经济更智

能、人民生活更美好。简单而言，“城市智能
体”由智能交互、智能联接、智能中枢和智慧

应用四个部分组成。
例如在智能交互、智能联接和智能中枢

方面，上海为独居老人安装智能水表，如果

12小时内水表读数低于 0.01立方米，街道的
“一网统管”平台就会接到报警，并将信息反

馈给街道和居委会工作人员，相关人员第一
时间上门查看老人情况。

在智慧应用方面，以共享单车为例，乱停
乱放已经成为城市的普遍问题，如果安排专

人巡查，又难以配置足够的人力。现在市民可
以用手机拍下单车违停照片，上传到 12345

热线系统来进行“报案”。系统使用 AI、大数据

技术，快速识别问题种类，并自动通知给对应
的工作人员进行及时处理。

在讨论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时候，许多专家
强调“对人的关注”。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

副校长吴志强认为，智慧城市建设必须将“以人
为本”置于首位，智慧城市的原动力模式就是通

过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人

的需求问题，以需求带动城市的发展是其重要
特征。

吴金城认为，让数字化的成果惠及每一
位上海市民，其中就包括消弭“数字鸿沟”，上

海承诺将为 100M带宽以下的存量家庭宽带
用户，制定“百万家庭网速托底行动”，至 2021

年底，完成家庭宽带用户基本提升至 100M以
上，享受到上海信息化快速发展的红利。

上海启动“城市智能体”建设

    近来，“智库” 似乎成了一种流行标签，

无论研究实力强弱，都可自诩“科学研究”。

“某发展报告”“某皮书”尽管厚厚一叠，然而

仔细研读，有的逻辑混乱，有的数据老旧，有
的空话连篇，粗制滥造比比皆是。含金量？整

本筛不出半颗金来。

5年前，国家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
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拉开了智库体系建设

的帷幕，涌现了一批官方智库、高校院所智

库和社会智库，不少智库迎来高质量发展，

也为咨政辅政贡献重要力量。 买东西之前
货比三家，才能获得?品、价格等信息，作

出理性的消费选择；定价格、推新品，企业
邀请咨询公司做市场调查，了解消费者需

求、同品类竞品，才能作出明智的决策，进
而获益。 从个人到组织再到国家，主体越

来越庞大、复杂，就需要更真实、更专业、

更全面、更深入、更智慧的依据，来帮助决

策政策制定，支撑科学发展。 这，就是智库

的作用。

张口即来的“旨在为政府提供建议和意

见”也成为各种“报告”“成果”的固定写作范
式， 定睛一看：“经调查研究，xx?业三年来

发展呈现上升趋势，现状与挑战是发展仍趋
缓慢，建议是加快发展……”数据来源不是

某年鉴就是某白皮书， 要不就是某公开报

道，三年趋势连幼儿园小朋友都不需要掰手

指即能“比大小”，还需要劳师动众吗？！

皮书研究院每年对优秀皮书进行评选，

引导皮书优质发展，年年复评总结中却都有

“皮书研创中仍存在部分皮书篇章设置逻辑
性不强、对策建议空泛、实证性较弱、老皮书

创新性不足”等问题。

皮书当有系统的准入、出版和评价机制，

每年各研究机构发布成果不计其数， 除了对

优秀成果关注和宣传，也应该把“末位”们拉出

来“遛遛”，让这些“研究团队”亮亮相，看看到
底是真学者， 还是披着研究之名玩转学术朋

友圈的“生意人”？

怎可拿“智库”当生意？ 易 蓉

让城市 能感知 会思考 可进化 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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