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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中国

出行便利贴

漫步上海
优秀历史建筑

去浙江看“活”文物

宜昌路救火会

    消防三支队宜昌中队原名宜昌路救火
会，位于宜昌路 216号，建于 1932年，层
数为 4层，上有 13层 40米高的火警瞭望
塔。 1999年公布为上海市第三批优秀历
史建筑；2004 年公布为第一批普陀区登
记不可移动文物。 孙中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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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满大街都是机会
同很多“富二代”一样，他的梦想很普通，

就是“做生意超过爸爸”。“爸妈希望我去英美

发展，我自己也去过很多地方，但最终我选择
到中国上海留学，并一边读书一边创业。我发

现，中国现在满大街都是机会，就连交友喝咖
啡，也能聊出商机。”在 Peter看来，在中国随

处可见的桌子椅子都是机会，如同马可波罗

游记里的“黄金之国”。
“中国的桌子、椅子便宜又结实，特别受

俄罗斯人的欢迎，在中国以 100元到 200元
人民币买进，到俄罗斯可以卖到 800 元到

1000元；而俄罗斯一位普通画家的油画，一幅
售价在 5000元人民币，到了中国也可以卖个

好价钱⋯⋯”
Peter不像一般人印象中“西伯利亚”大汉

那样虎背熊腰，反而长相秀气，身材也稍显清
瘦，但说起话来，还是自带一股子“耿直”。他

说话很直白，丝毫不怕泄露“商业机密”。
但想吃这口饭，也不容易。在到中国之

前，他 18岁就创办了一家艺术投资公司。为
了到上海发展，他还专门去台湾学习了汉语。

现在他张嘴便是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Peter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念大一时，就注

册了自己的公司。“在上海开公司很方便，只
要一个月就注册好了。我以前在俄罗斯注册

公司还要两个月呢，而且开银行账户很麻烦，
既要求有办公室，还要去现场查看。”

现在，在上海“酷豆湾”，Peter与其他外国
创业者“共享”一栋九层小楼，要是有客户来

洽谈或办展示，他可以提前挑一间大小、风格

合适的办公室进行布置，小楼里的工作人员
会提供专业热情的服务。

“现在就连原先我们创业需要提供国外
账户这个硬性条件也没有了，享受到了国民

待遇！”Peter说。
如今，Peter的生意越做越高端。熟悉上

海环境的他，还做起了咨询类生意，专门对接
不懂中国生意门道的俄罗斯人。

上海人不傲慢不排外
老外在上海生活、办事，舒适度满意度如

何？他们平常有哪些娱乐？过得开心吗？

20岁出头的 Peter，对吃喝玩乐感触很
深。“我最喜欢上海的 KTV。”在 KTV中，Peter

最喜欢唱《我们不一样》。在他看来，这首歌旋
律非常好听，唱起来很带感。

Peter结交了许多中国朋友，喜欢去新天

地、静安寺、淮海路，也常结伴去舟山吃海鲜。
“中国人特别友好，他们不傲慢，也不排外⋯⋯

在上海生活很方便！”两三个小时的访谈里，
Peter至少 5次说到“友好”，而“方便”这个词

更是提及 10次以上。
说到美食，peter脸上露出奇怪的“肉痛”表

情。他一边夸奖在上海可以吃到世界各地美食，

一边又说，“就是太贵了，我在外滩吃个饭，买单
要花 1000多元。”付账前，习惯用“卢布”为单位

在脑中换算一番的他，恨不得能够“双标”：赚钱，
用中国消费标准，花钱，则用俄罗斯消费标准。

如今的他，已经养成不带现金的习惯。
“在上海，出门不带钱包没关系，但不能不带

手机，微信和支付宝太方便了。”
上海交通出行方便，也让老外们很受用。

Peter租住在杨浦区五角场附近，平常乘坐地
铁 10号线出门，“地铁哪里都通，上课、谈生

意、出去玩都方便。坐高铁到杭州只要 45分
钟，去苏州更快，真不可思议。”

身为家中独子，Peter却不愿接手父亲的
生意，而希望自己的事业有所成就，“我一定

要在做生意上超过他，但我不急，用中国话
讲，就是慢慢来。” 李成东 黄勇娣

俄罗斯小伙：上海创业到处是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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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 Peter，来自俄罗斯莫
斯科。我妈妈是知名律师，爸爸
是国际金融投资家，在不少国
家都有公司，别人都认为我是俄
罗斯‘富二代’。中国机会很多，
我现在做家具进出口、艺术投

资、信息咨询生意，利润一点不
低。我喜欢‘红票子’，也超喜欢
上海。”

Peter，1996 年出生于莫斯
科，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贸易专
业二年级学生，去过美国、英国、印
尼、新加坡等 4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目前在做家具、艺术投资、信
息咨询生意。

【大美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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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米，是国产大飞机 C919 首
飞的最大飞行高度；数百公里的太空轨
道，神舟飞天、北斗组网，中国卫星自由
徜徉；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嫦娥四号
首探月背，五星红旗格外鲜亮⋯⋯中华
民族发展进程中，无数梦想拔节生长。

从一穷二白到创造传奇
1958年，一列闷罐火车行驶在中国西

部，所经站牌都被草帘子遮得严严实实。列车

的目的地是一望无际的戈壁，任务是在荒凉
沉寂的戈壁滩里修铁路、建机场，直到后来，

人们才知道，这是新中国的首个导弹、卫星发
射场。

这里是酒泉，也是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圣

地。1960年，我国第一枚国产地地导弹“东风
一号”腾空而起；1966年，我国进行首次导弹

和原子弹结合试验；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
造地球卫星从这里起飞，一曲《东方红》声震

寰宇⋯⋯
1949到 2019，每一次飞行都描绘着壮丽

的中国航迹，每一步跨越都标注着崭新的中
国高度。

从一穷二白到创造传奇，一代又一代航
天人放飞了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

70年前：开国大典上，受阅的飞机因为
数量不够，不得不飞完一圈绕回来再飞一圈。

70年后：国产大飞机运 20、C919、AG600
蓝天聚首，嫦娥四号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

球背面软着陆，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飞行次数
突破 300⋯⋯

中国航天精神铸造了中国第一星，是中
国航天事业发展成就了巨变。从“东方红”跃

然于世到“墨子号”飞向太空，从“两弹一星”

横空出世到从北斗系统服务全球、“嫦娥四
号”传回世界上第一张月背影像图⋯⋯

从仰望星空到走在前列
45年准备、论证，15年探月圆梦。
1957年，年轻的欧阳自远被苏联发射上

天的第一颗卫星震惊了。作为中国月球探测
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的欧阳自远一干就是

45年，他和同事们最终完成了《中国首次月
球探测立项报告》。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2019

年，嫦娥四号成为首个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
的人类探测器⋯⋯

2019年 8月 25日，月亮上的“嫦娥”“玉
兔”又醒了！嫦娥四号着陆器和“玉兔二号”巡

视器再次通过月夜低温考验，分别自主唤醒，
进入第九月昼，继续开展科学探测任务。

还是在酒泉，2019年夏秋之交的一个月
之间，连续三发火箭腾空而起。“捷龙、快舟”

接过前辈手中的火炬，“星际荣耀”开辟中国
民营火箭新天地。9月 23日，中国在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及配套远
征一号上面级，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

第 47、48颗北斗导航卫星⋯⋯“两弹一星”
梦、载人飞天梦、探月梦⋯⋯每一个梦想成就

更大的辉煌。

“我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过这样快速

的发展，中国就是未来。”美国太空探索技
术公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赞叹于中国的发

展。

“科技梦”助推“中国梦”

2017年 5月，C919成功首飞，实现了国
产大型客机“零的突破”，让中国不再是“没有

翅膀的雄鹰”。从 1970年我国自主研制的“运
十”飞机立项，到 2017年 C919成功首飞，中

国人的“大飞机梦”穿越了近半个世纪。C919

首飞现场，年近九旬的“运十”飞机副总设计

师程不时用自己珍藏多年的小提琴，深情演

奏了《我爱你中国》，打动了在场每一个人。
经过近三年的紧张调试，“中国天眼”渐

入佳境。截至目前，被誉为“中国天眼”的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已发现 132颗优质的

脉冲星候选体，其中有 93颗已被确认为新发
现的脉冲星。

“‘中国天眼’短短两年内的发现超过同

期欧美多个科研团队发现数量总和，将帮助
科学家在相关研究领域取得更大突破。”中科

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朱文白说。
月球返回、探索火星、空间驻留⋯⋯仰望

璀璨星空，我们追梦不止。中国将奏响探索宇
宙的新乐章。

新华社记者 陈芳 胡喆

■ 中国商飞 C919客机

■ 第 4!?48颗北斗导航卫星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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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一照 5G+AR试衣镜， 一秒变身良
渚王；空中盘旋的 5G+无人机，即时向后
方传回监控画面……为助力文物 “活”起
来、“火”起来，近日，在中国 5G商用正式
启动之际，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与
中国移动杭州分公司正式发布 “双 5”计
划， 实现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5G全覆
盖。 在遗址展示方面，视、听、触全领域的
“5G+”新应用无处不在，全方位提升参访
体验感；在遗址监管与保护方面，基于 5G

物联网的井盖、垃圾箱、智能路灯、烟感、

饮水机、指示牌等多设备联网，可实现园
区精细化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