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
城
市
碎
片
隙
地
变
“创
智
农
园
”

今日论语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本版编辑 /刘珍华 视觉设计 /竹建英2021 年 9月 28日 /星期二

要闻 3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信

▲

    一笼人间烟火，留住世人乡愁。

今天上午，2021上海南翔小笼文化
展开幕。“笼香百年”小笼文化图文

展，小笼盲盒亲子乐，文创市集……
今日的南翔老街热闹非凡。

今年，是南翔小笼问世 150周
年，也是南翔小笼文化展创办 15周

年。一年一度的美食文化盛宴，以小

笼为媒，邀八方来宾，让世界品味
“小美南翔”。

首次采用“主题周”形式

笼火相遇，白雾升腾。开幕式
上，3款 2021南翔小笼新品发布，内

馅中分别加入黑松露、鲍鱼、瑶柱，
表皮呈黑色、蓝色、绿色，展现水墨

画风。
本届南翔小笼文化展首次采用

“主题周”的形式，契合“和面、包馅、

烹蒸、品尝”这 4 个小笼制作、食用

的关键环节，推出“文化传承”“动漫
畅想”“非遗巡游”“品尝 ·艺文悦动”

4个主题活动周，共 18项活动，生动
展现“小笼，让生活更滋味”的主题。

文化展将持续到 10月 28日，这也
是迄今为止活动最丰富的一届。

其间，2021上海南翔小笼文化

创意大赛、南翔小笼文化讲坛等活
动，体现百年笼香的文化传承；古典

玩偶国风华服秀、动漫文创产品展
示、国风动漫音乐节等活动，让南翔

小笼衍生出更多文旅空间；品牌项

目“第十五届南翔戏曲曲艺庙会”和
“第四届南翔小笼技能大赛”等，则

常办常新，盛况依旧。
值得一提的是，文化展期间还

将发布由上海邮政和上海市动漫行
业协会设计的“南翔小笼馒头问世

150周年”个性化邮票纪念册。

让世界品味“小美南翔”

南翔小笼的制作技艺于 1871

年诞生，已有 150年历史。2007年 6

月 8日，南翔小笼馒头制作工艺被

列入上海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2014年 8月 6日又入选文化部
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
千年古镇，百年笼香，已成为南

翔引人注目的历史文化印记。眼下，
南翔镇正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古

镇进行重新规划，在深化南翔双塔、

白鹤南翔寺（即云翔寺）等文化元素
的基础上，引入老字号品牌、精品民

宿等业态，让古镇真正像南翔小笼
那样“有馅有汤、有滋有味”。

本报记者 杨洁

迈入数字文明新时代
今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

会的主题是“迈向数字文明新时

代———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
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

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
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何拥抱数字

文明，携手迈进新时代？成为各界人
士关注的焦点。

“世界正进入数字经济快速发
展的时期，人类社会正在迈向数字

文明新时代，继游牧文明、农业文
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数字文明是

人类发展的高级形态。”中国电信
董事长柯瑞文给出了“数字文明新

时代”的定义。他认为，每个时代有
着各自的时代特征，在数字文明新

时代，数据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要

素，然后对数据进行感知、采集、存
储、传送、处理，从而产生各种数字

化产品和服务。“5G、千兆光纤、云
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提供的连接、

算力、算法、平台服务等能力，就像
工业文明时代的水、电、路、油、气等

资源一样，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离不
开的基础。”

在高通总裁、首席执行官克里
斯蒂亚诺 ·安蒙的演讲中，也有类似

的观点。“在 4G的驱动下，我们见
证了围绕智能手机构建的创新型经

济，而 5G带来超级移动，网络连接
将像电力一样随处可用，并赋能新

模式和新服务。”

创新科技带来新体验
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帕特 ·基辛

格认为，数字文明新时代的出现，会

根本上改变人类感知技术力量的方
式，改变人类与电脑、家具以及汽车

的交互方式，甚至彻底改变整个世
界。这一点，在今年的“互联网之光”

博览会上已经可见一斑。

“隐身衣”吸睛、机器人酷
炫……五花八门的高科技给博览

会带来高人气。要说全场最靓的仔
当数无人车，百度、阿里巴巴、华为

等都展示了在无人车领域的当家展
品。阿里巴巴的展台上，停着一辆

“小蛮驴”，它已经在各大城市高校

和园区亮相，负责运送快递。在百度
展区，更是一口气来了好几辆无人

车：零售无人车、扫洗一体化无人
车、未来无人概念车等。“我们这些

无人车已经实现了量产，像这种扫
洗一体化无人车，一个小时可以清

扫 1400平方米，很多办公楼都可配
备。”工作人员介绍。

博览会上，一大波正在照进现
实的创新科技，为与会者带来智能

生活新体验，也展现着数字经济的
未来愿景。在华为展区，新一代智能

终端操作系统 HarmonyOS 2 让在

场观众体验到人、车、家一体的全场
景智慧生活图景。“传统的物联感

知是割裂式的，比如不同家电设备

控制需要下载多个 App，这些分散
的终端无法实现直接互联互通。为
了解决类似问题，鸿蒙能够为不同

设备的智能、互联与协同提供统一

语言。为众多应用在不同的终端之
间实现协同。”华为展台负责人告诉

记者。

互联网安保技术升级
数字技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新

变化：一切皆可编程、万物均要互

联。但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当
前世界范围内数字领域发展不平

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
日益凸显，侵害个人隐私、侵犯知识

产权、网络犯罪等时有发生，网络监

听、网络攻击、网络恐怖主义活动等
成为全球公害。如何应对网络安全

面临的挑战？今年大会上，数据和信
息安全的保护成为热点。

此前火爆的“AI 换脸”让人又
爱又怕。“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记

者也体验了一把，只需眨眨眼、张张
嘴，不到一分钟，就和明星成功换

脸。技术之成熟让人大开眼界，但不

免产生担忧：会不会有风险？毕竟日
常生活中，已有不少犯罪分子利用

“换脸”手段实施诈骗。很快，记者的
顾虑就被打消。瑞莱智慧科技有限

公司展出的“AI打假神器”———深
度伪造内容检测平台，堪称 AI版

“火眼金睛”，能够一秒识破“假脸”。

互联网防御技术不断升级，但

刷脸的同时如何保证 App 不过度
收集个人资料，个人信息不外泄？昨

天举行的“网络法治”分论坛上，与
会嘉宾透露，今年 11月正式施行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作出更明确的

规定，对于相关违法行为的处罚也
将更加严格。“中小企业可能罚款最

高达到 5000万元；超大的‘巨无霸’
企业可能罚款上一年度的年营业额

的 5%；个人信息保护的主管人员
或实操人员也会被重罚，最高可能

罚款到 100万元以上。”中国人民大

学法学院教授张新宝介绍。

千年古镇“触网”蝶变
会场里，酷炫的“黑科技”让人

目不暇接。漫步乌镇，亦能随时随地

感知创新科技的脉动。
“今天菜价怎么样？”在乌镇人

民公园的入口处，一块电子屏吸引

记者上前互动，话音刚落，屏幕上便
清晰列出各类菜品价格。公园里还

有“AI 管家”———一块智慧大屏，
滚动发布着各类民生信息，面对提

问还能“对答如流”。始建于上世
纪 50年代的乌镇人民公园，在去

年底完成了数字化升级改造，变得

更聪明。园区内集合了 AI人脸识
别、物联网、智能化交互平台、5G

等各类科技手段，拥有 23个互动性
交互场景。

浸润互联网因子后，创新已成
为乌镇最鲜明的底色。街头，362套

智慧路灯智能感知“阴晴冷暖”，可
自动开关、调控明暗度还能及时广

播重要信息；这里的窨井盖一旦发
生位移或破损，会自动发出“求救”

信号，确保行人安全；就连垃圾桶也

很聪明，蓬松的垃圾快要溢出来时，
它两只“小脚”一蹬，垃圾瞬间被压

扁，又可以继续“吃”垃圾。
此前，老街、旅游、慢生活，是人

们对乌镇的全部想象。身临其境，感

受的确如此———流水潺潺，船影憧

憧。但它远不止于此，水乡之美还
与互联网新兴气息交织着，给人带

来别样惊喜。就像当地人所说：互
联网大会，如同世界给乌镇的一个

“金苹果”；乌镇用 7 年时间还世
界一片果园。

数字新科技、应用新场景、蓬勃
新业态、治理新理念，世界互联网大

会让人见证美好现在，还能预见更
好未来。大会结束了，但互联网的发

展永不落幕。
本报记者 杨欢

近 2000位国内外嘉宾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脑力激荡”

拥抱数字文明 筑牢安全屏障
桨声欸乃，灯影摇曳，被誉为中

国江南封面的浙江桐乡乌镇，迎来了
与世界互联网大会的第八次相遇。自
2014 年深秋起，每年全球互联网精
英齐聚于此，轻叩石板路，畅聊互联
网。从此，传统与现代交融，千年水乡

深深植入了互联网的新基因。今天，
本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圆满落幕。2 天
举行 20 场分论坛，近 2000 位国内
外嘉宾参会，观点交锋思想碰撞中产
生了哪些新热点、新观点、新亮点？记
者为你盘点。

南翔小笼文化展今起至 10月 28日举办

一笼烟火 留住乡愁

■ 南翔小笼制作技艺展示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市

中心收玉米、插秧 ，是一
种怎样的体验？ 5 年来，

同济大学一位老师带着
团队在上海造了 100 多

个这样的社区花园。 近
日，介绍这些社区花园的

视频在网上刷屏。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
且， 还有诗和远方的田

野”，这句歌词曾经被城市
中的人们传唱着， 但似乎

离城市生活又很远。 “诗”

在哪里？“远方”在哪里？在

社区花园中， 似乎可以找
到答案：

这些社区花园原先只
是散落在城市中的一个个

“碎片”， 大部分场地是废

弃的、闲置的，或者长期无
人关心的、无人管理的“隙

地”。通过专业组织和居民
的共同努力， 这里不仅有
了乡土植物， 更承载起人

们的归属感、荣誉感，成为

居民们可触及的精神家
园。 像在五角场街道创智

坊的一片荒地， 改造成一片全
开放式的“创智农园”，听得见蛙

鸣，闻得到稻香，看得见花开。

“远方”并不仅仅是一个地

理概念，有时候也可以是一个心
理因素。历史建筑和街道之所以

迷人，就在于我们能够在其中感

受到当时人们真实的生活。

在社区花园中，人们再度唤
起了对于土地和园艺的深

厚情结。社区居民共同参与
其中，那种诗意生活的归属

感也可触及。

开门见“绿”，心情怎

会不好？ 社区花园不仅营

造了物理空间， 更营造了
舒适的心理空间， 展现了

向上向善向美的精神内
核。由此，都市自然景观与

人产生更为深入的交互体
验，人、自然、城市的关系

更为融洽。 这种生活方式
展现的是开放包容的城市

性格， 折射出城市美学的
重要内涵。

空间上的 “微更新”，

带来的是城市治理的 “大

创新”。思考建设有温度的
“人民城市”， 必须坚持以

人为本， 把宜居安居放在
首位，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

人民。 人民城市也需要人
民建， 社区花园焕活了人

们对于当下美好的感知，

提供了与泥土芬芳更多亲

近的可能。

培育这些花花草草，

不是“一锤子买卖”，更需要人们

的日常精心管理。有关部门应当
思考都市自然景观如何与人产

生更为深入的交互体验，比如推
出配套课程，定期举办相关讲座

等，让重构的城市“美学”助力提
升城市的软实力。

方
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