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立体融合、人本生态、

智慧高效’的高质量、现代化综合
交通体系， 实现国际航运中心世

界一流， 区域一体化交通互联互
通水平全国领先， 综合运输服务

品质一流， 交通治理能力全面现
代化。 ”

——上海市副市长张为
表示。

“铁路对外通道方面，加快
构建‘五向十二线’干线铁路通

道布局， 实现上海中心城 60 分
钟可达毗邻城市， 主要枢纽 120

分钟可达长三角主要城市。具体
举措包括：一要基本建成沪苏湖

铁路、 沪杭客专上海南联络线，

加快建设沪通铁路二期等项目，

推进沿江高铁、 沪乍杭铁路建

设；二要推进嘉闵线北延伸等规
划建设；三要完善铁路客运枢纽

布局和货运体系。 ”

———《规划》中提到。

“一方面， 通过综合交通赋

能， 锚固新城作为辐射长三角的

战略支点；另一方面，聚焦新城内
部交通体系， 切实提升新城居民

的便利度和获得感。 ”

———上海市规划资源局副局
长许健表示， 上海正在推进五个
新城建设， 围绕独立的综合性节
点城市定位， 把新城建设成为引
领高品质生活的未来之城， 全市
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推进人
民城市建设的创新实践区和上海
服务辐射长三角的战略支撑点。

在此过程中， 综合交通系统的功
能提升将发挥不可替代的引领和
支撑作用。

“未来 5年，上海将发挥长三

角地区龙头的带动作用， 通过协
同建设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进

一步提升长三角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水平， 增强一体化发展的支撑
保障。 ”

———上海市交通委总工程师
李俊豪介绍，国家“十四五”发展
纲要明确提出 “加快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 实现长三角地级及以上
城市高铁全覆盖， 推进港口群一
体化治理。

“依托沪乍杭铁路等国铁干

线项目， 将进一步强化虹桥国际
开放枢纽与苏浙周边地区的协同

发展，扩大虹桥枢纽辐射范围。正
在建设的市域（郊）铁路机场联络

线和加快启动的嘉闵线及北延
伸、17?线西延伸等项目，将进一

步增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面向长

三角区域的服务能力。 ”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副主
任?华杰表示， 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虹桥国际开
放枢纽是上海落实长三角一体化
国家战略的重要承载地。 “十四
五”期间，上海将规划统筹推进长
三角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打

造互联互通、分工合作、管理协同
的交通基础设施体系。

“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加
快推进 G318、G228 省界干道建

设，提升近沪路网通行能力；积极
投入‘五个新城’建设，参与道路

公路 420公里， 航道 66公里，建

成 S3沪奉高速、S4奉浦东桥、嘉
松越江大桥，推进沪嘉高速、浦星

公路、沪松公路功能提升，有效提
高新城通行效率、交通品质。 ”

———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
司总裁陈庆江介绍， 城投集团将
积极助力国家战略及综合交通
“十四五”规划的落实落地，按照
市委市政府部署，续建、新建一批
前瞻性、带动性重大交通工程，预
计完成投资 1820亿元，计划建成
竣工 32个重大项目。

吕倩雯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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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构建长三角“2小时城市圈”

    《上海市综合交通发展“十四五”规划》日前出炉，未来上海中心城 60 分钟可达毗邻

城市，主要枢纽 120 分钟可达长三角主要城市。同时，对未来五年上海综合交通发展提出

了明确的目标指标、原则策略和任务举措。

点

热热

视
点

6 月 12 日是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日前由文化和旅游部、上
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百年
百艺·薪火相传”中国传统工艺
邀请展在沪开幕，现场来自长
三角地区的非遗项目受到广泛
关注。江南文化底蕴深厚，长三
角非遗项目有许多共通点，其
保护、传承、创新更受到业界关
注，本报记者采访了上海大学
上海美术学院教授、上海公共
艺术协同创新中心（PACC）副
主任兼运营总监章莉莉。

薪火相传
一体化助非遗保护

专访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章莉莉

    记者：最近，您经常提到有关江南土布

技艺传承发展，为何会关注到这一领域？

章莉莉： 江南土布有着悠久的文化历

史，男耕女织、机杼不绝的景象，形成了江
南文化特有的风貌。目前江南地区的土布

有“南通色织土布技艺（国家级）”“土布纺
织技艺（省级）”“崇明土布纺织技艺（市

级）”“余姚土布制作技艺（市级）”“苏州土

布染织技艺（市级）”等被列入非遗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江南土布是江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传
统手工艺，蕴含着江南传统文化中独特的

审美。曾经是江南地区家家户户都使用的
蓝白色为主的江南土布，近年来逐渐淡出

了人们的视线，现在大家很难看到土布。能

织造土布的传承人都年龄大了，土布织造

的传承问题面临严峻的考验。
如何把寻常人家压箱底的土布走进现

代社会，我们希望用设计帮助公众看到江
南土布之美。首先培养一批理解江南土布

技艺、设计能力强、具有创新意识的设计人
才，帮助江南土布之美重回现代生活，让土

布形成新时尚，让年青人能喜欢江南土布。

其次为江南土布寻找一批青年传承人，让
这个技艺能够传承下去。

近几年来，我们有些研究生为江南土布
设计了一批文创，有“惊喜连连”喜字布婚礼

文创系列、“井井有条”井字布礼盒系列等。
从江南土布纹样发展而来的文创系列，为江

南地区传统工艺普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记者： 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能够得

以传承，保持持久的生命力，让更多的普通

民众特别是青年人认识、“亲近”非

遗，长三角可以做些什么呢？

章莉莉：近年我们正在实践“非

遗与品牌的跨界合作”，希望更多品
牌能助力非遗传承。2019年 11?，

我们在进博会期间推出的“凤凰自行

车+?义藤编”合作项目，在进博会
展览期间受到了公众和媒体的高度

关注和热议。2020年 4?，在上海五
五购物节期间，我们推出的“哈氏食

品+赤水竹编”合作项目———“竹报
平安”海派点心竹编礼盒篮，受到了市场

强烈的反响和好评。这两个项目为非遗

带来更多订单，也让非遗走进了我们的衣

食住行。
自 2015年来，在学校承办中国非遗传

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的教学实践中，
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大批传承人来到上海学

习。他们来自贵州省、云南省、四川省、青海
省等地区，那里民族文化资源丰厚，地理环

境多为高山和高原，当时也分布着一些贫

困县和贫困村。他们大多与外部的沟通和

联系不多，缺少市场渠道，从事精湛的手艺

却和市场联系度不大。
长三角地区恰好能为中西部的传统工

艺产品提供广阔的市场，提供设计研发服

务和销售渠道。同时以新兴科技力量为途
径，发挥长三角地区人们求实进取的性格

优势，在材料、工艺、技术方面进行突破，也

是一种“材料科技创新”。目前长三角地区
面临产业整体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

非遗的传统造物智慧，能为当代的“中国制
造”向“中国智造”转型发展提供借鉴。非物

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智慧的
体现，能为新时代各行各业带来发展空间，

是一种文化赋能，也为产业发展带来契机。
通过长三角四地“携手”，可以在传承

体系创新、研发模式创新、材料科技创新、
信息传播创新、文化产业创新、商业市场创

新等领域，让非遗活态传承、活力再现，使
其能就吸引更多潮酷年轻人的目光，让非

遗也可以成为时尚生活的一部分，这对于
长三角文化高地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记者 方翔

“携手”探寻全新可能

江南土布“活化之路”

“一体化”提供大平台
记者：长三角一体化，对于非遗的传

承和创新带来哪些新的亮点？

章莉莉： 上海地区的非遗项目与周
边相连的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的非遗

项目具有很强的联系性，这是由于上海
开埠后大量江浙一带移民进入上海，从

而形成了上海的江南文化特征。比如，江

南丝竹就是由江苏省太仓市和上海市联
合申报的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流行

于上海地区、江苏南部、浙江西部。又比
如，苏州评弹产生并流行于苏州，同时也

流行于江、浙、沪一带，上海的非遗项目
评弹与苏州评弹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

系。此外，传统工艺门类中的竹刻同样流

行于江南地区，上海的嘉定竹刻、常州留
青竹刻、无锡留青竹刻、徽州竹雕、

黄岩翻簧竹雕，相互之间，血脉

相同。

我们看到，长三角

地区是中国重要的制造

业聚集地，产业集群成
熟。上海曾是全国轻工

制造的核心城市，具有
很好的研发基础和产业

化能力；江苏省的制造
业极为发达；浙江省的

民营企业市场活力强，

数字经济发展迅猛；而
安徽省的新兴产业发展
迅速。

总体来讲，长三角地区的
人们一般具有对江南文化的

普遍认同感，具有较为相似的
江南美学审美意识。在上海非遗的

十大门类中，能依稀看到徽派文
化、淮扬文化、吴越文化、楚汉文化

的影子，汇聚交融，共同构成了精
致、多元、诗性、富庶的长三角文化

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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