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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蔚）今天上午在上海

展览中心开幕的2023第二十届上海教育博

览会上，上海教育影响力电子地图首推上线

“市民版”，轻触指尖就能随时随地直观、生

动、立体地了解身边的好学校。

上海教育影响力电子地图“2.0版”于去

年上线，包含从学前教育到终身教育的各类

主题地图。新上线的“市民版”地图进一步

拓展了多维搜索、定位导航、线路导览等多

项新技术服务。市民可在微信搜索“上海教

育影响力电子地图”浏览小程序，通过地图

分区、分类、定位及测距功能，方便、快捷地

查询本市各区的各级各类学校和终身教育

场所的信息。

这张地图还开启了两大特色窗口。一

是提供“科普”“红色”“人文”“非遗”“建筑”

等多个主题的20条特色研学线路，为学生

研学实践提供线上互动服务。二是通过地

图可查询本市60多所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及

16个区就业促进中心的相关信息，为广大毕

业生提供就业咨询和创业的相关信息。新

的主题地图持续迭代更新，新增了“上海市

特教指导中心地图”，更新了14张主题地图

信息，主题地图总量达到45张。

本届上海教博会由市教卫党委、市教委

指导，上海教育报刊总社主办。9月15日至

17日为线下展，线上展至10月底结束。

明晚，第34届上海旅游节将拉开帷幕。

在旅游节期间，上海各区推出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线下线上相结合的区域文旅节庆活动，

以品质供给满足人民需求，以规模流量促进

城市消费，以欢乐旅行赋能城市美好，推动上

海旅游节传承经典，迭代破圈。

今年旅游节全面回归线下，深受市民游

客喜爱的花车巡展、彩船展示等市级重大活

动重装回归；上海国际茶文化旅游节、上海之

根文化旅游节、枫泾水乡婚典、唐韵中秋等品

牌活动也将焕新亮相，唤醒公众对旅游节的

集体记忆。

在旅游节开幕活动中，市民游客在黄浦

江畔可以观赏彩船编队盛装出场；9月17日，

在普陀区“半马苏河”文化旅游节的开幕活动

上，7条苏州河彩船也将闪亮登场，限时融入

日常运营，让市民游客共享江边河畔的美好

生活；上海国际茶文化旅游节首次推出上海

“百家茶馆”“十大茶礼”；松江区上海之根文

化旅游节推出“秋季寻根18游”等活动，推出

一系列新发现、新玩法；穿越“吴根越角”的枫

泾水乡婚典活动重现，为江南古镇枫泾增添

更多浪漫韵味。

作为上海旅游节经典节庆品牌——2023

“唐韵中秋”线下活动将于9月28日至29日

举行。在桂林公园的“唐韵中秋”主会场，米

哈游、巨人、莉莉丝等游戏企业，在“聚中秋”

的氛围中演绎传统新时尚；在龙华地区开展

线路打卡、传统戏曲表演、非遗体验等，在“行

中秋”中品味国粹之韵、中秋之美；徐家汇书

院推出“月光宝盒”书院主题活动和“月光市

集”，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

今年旅游节期间，各区将进一步强化科

技赋能，主动拥抱Z世代新消费人群，增强文

旅活动及场景的年轻化，进一步彰显上海都

市的国际范、上海风、时尚味、烟火气。

上海中心、东方明珠、苏州河静安段、天

安千树等沪上地标建筑将推出特色光影秀、

航天文旅展、多媒体文化展等沉浸式新体验；

广富林文化遗址、南翔古镇、花开海上生态园

将打造聚焦“非遗”和“传统文化”的国潮新玩

法；上海植物园北区改扩建工程将在旅游节

期间试开放，将于9月28日至10月20日举办

秋季园艺文化展；上海静安国际雕塑展、“艺

起苏河SHOW”文艺演出季、首届远香湖艺术

节等文艺节展，将解锁城市与艺术相融合的

多元化探索。

旅游节期间，静安文旅消费季、2023上

海美好生活节、上海零食节、潮玩赛车系列汽

车旅游活动等，将向市民游客展示城市精彩

形象；中国坐标 ·上海城市定向户外挑战赛、

第三届上海杯象棋大师公开赛、2023中国家

庭帆船赛、上海马术菁英赛等体育赛事将呈

现文体旅融合的魅力；佘山森林旅游节、嘉北

稻草文化节、廊下萌宠游玩乐季等节庆活动，

将展示秋日郊野绚丽场景，向市民游客呈现

一系列出游新体验。 本报记者 杨玉红

花车巡展彩船展示重装回归
上海旅游节将于明晚拉开帷幕

市民版上海教育影响力电子地图上线

中国馆展览规模为历届之最
约3000家企业参展第六届进博会企业商业展

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2023年

11月5日至10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全面

线下举办，目前已有约3000家企业签约参展

企业商业展，展览面积超过36万平方米，其中

约400家企业时隔两年以上回归参展。在今

天上午举行的第六届进博会开幕倒计时50天

新闻通气会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表示，目

前第六届进博会的筹办工作已从招展为主转

向办展为主，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首秀首展”
垂直起降飞行器将亮相
第六届进博会继续由国家综合展、企业

商业展、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专业配套活动和

人文交流活动等部分组成。

记者从今天上午的通气会上获悉，今年

的国家展将全面恢复线下举办并设立主宾

国，中国馆展览面积由此前的1500平方米增

至2500平方米，规模为历届之最。进博局招

展处副处长张慎敏介绍，目前，超过60个国家

已确认参展，各参展国和国际组织正在进行

各具特色的展台设计。“国家展参展展品已经

启运，远在太平洋的岛国瓦努阿图共和国企

业生产的多种特色产品于9月中旬起航运往

上海。”

企业商业展则延续六大展区设置，并集

中打造创新孵化专区。其中，食品及农产品

展区参展企业最多、来源最广，已有100个国

家和地区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

汽车展区汇聚全球十五大汽车品牌，通

用汽车混合动力跑车、保时捷概念纯电跑车

将迎来亚洲首展，垂直起降飞行器、会驾驶摩

托车的机器人、微型车、摩托艇等展品将全面

展示海陆空多模式交通，还将有序推进汽车

场内成交。

技术装备展区低碳专区规模创历史新

高，数字工业、集成电路专区规模进一步扩

大。阿法拉伐新款氢燃料电池换热器、格

兰富新款节能水泵电机、“眼界最大”肖特零

度微晶玻璃等产品将迎来首展。

消费品展区展现定制化、限量款产品以

及绿色、智能、创新新品，文化艺术品板块迎

来多家世界顶级画廊首次参展，将携当代艺

术名家代表性精品亮相进博会。

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集中展示创新

产品、尖端技术和服务，全球十大医疗器械企

业、10家世界500强制药企业齐聚。

服务贸易展区设置商贸物流、咨询、金

融、文化旅游、综合服务五大板块，汇聚四大

会计师事务所和一批世界500强企业。

新老朋友
提前锁定明年“入场券”
今天上午还同期举办了第七届进博会参

展商签约仪式，一批新老朋友锁定明年的“入

场券”。

“我们希望借助进博会的溢出效应，在更

多的领域获得增长机会，所以毫不犹豫地决

定签约第七届进博会。”肖特集团CEO何德

瑞表示，医药、消费电子、家用电器是肖特在

往届进博会上重点展示的三大领域，也恰恰

是肖特2021/2022财年中国市场中增长强势

的三大领域。今年，肖特集团约70%的展品

都是进博首展，涵盖太空与天文、消费电子和

医药健康领域的近30件新展品。

同样是六届参展的元老级展商，博西家

电也在参展前率先签约第七届进博会，再次

展现了对进博会这一全球化平台的高度认

可。今天上午，博西家电剧透了50天后的展

示亮点。“我们将带来多款‘亚洲首展’厨房新

品亮相，包括烤箱、蒸箱、蒸烤一体机、自动开

门嵌入式冰箱等。”

去年，总部位于以色列的全球性医药公

司梯瓦首次亮相进博，今天签约参展第七届

进博会后，从“头回客”变成了“回头客”。梯

瓦大中华区总经理黄迪仁表示，一系列“进博

果实”让企业更加坚信中国市场的无限机

遇。“受益于进博会强大的溢出效应，我们在

去年首秀首展的氘代药物安泰坦，在今年1月

成功续约国家医保目录。今年梯瓦将携多款

明星产品再登进博舞台，包括偏头痛创新药

等。”

同样相约第七届进博会的还有武田，它

不仅是进博会的参与者、见证者，更是获益

者。2018年，武田作为中等体量的外资药企

首次参展，此后几年间，武田加速引进众多创

新成果落地，同时持续加码对中国市场的投

资布局。截止到2022财年，中国已成为武田

全球第三大市场，武田中国跻身跨国药企在

华业绩前十。从2020年至今，武田已有10款

在进博会上展示过的创新药物和突破性治疗

药物在中国获批上市，7款创新产品被纳入国

家医保目录，进博展品在华获批上市速度不

断创下新纪录。 本报记者 张钰芸

指尖轻触随时了解身边好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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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内收听广播了解新闻和车

况，对于许多司机来说，再也平常不

过了。然而，现在一些新型的智能

汽车却取消了无线广播，取而代之

的是形形色色的网络电台以及   ，

这让车主不能实时收听广播，并引

发各种乱象。对此，国家广电总局

等三部门于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

求进一步加强车载音视频管理。

随着  和5G的发展，汽车化身

为办公室和家庭之外的“第三空间”。

只要联网，车内的人就可以随时随地

收听收看，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内

容，以满足个性化需求。在巨大的市

场诱惑面前，车载音视频领域也出现

了各种问题：一些车企觉得传统的主

流广播电台选择性不强、交互性差，不

再配置相应模块；另外一些车企则看

重与平台合作的商业价值，而不顾平

台提供音视频质量，主动将其预装在

汽车中，导致侵犯著作权、乱用“新闻”

“报道”等媒体标识和名称、   弹窗

过滥推送等情况频频出现。

车载音视频市场不能被单一的

市场化、商业化逻辑驱动，三部门联合发文可

谓正逢其时。通过加大对劣质内容的监管和

打击力度，改善和净化车载音视频生态。

在加强监管的同时，通知还强调要“增加

优质内容的供给”。一项调查显示，公众在车内

听音频首要目的是获取新闻资讯，其次是路况

信息，随后才是娱乐等。有关部门可以通过“推

动车载设备配置无线广播接收模块”等方式推

动，主流媒体也要打造推出更多优质视频产品，

发出“好声音”，从而赢得用户和市场的青睐，让

“优币驱劣币”。

车载音视频的本质就是网络空间，期待

车内网络消费有更好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