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率先建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

际恰逢寒假来临，连日来市人大代表纷纷建
言献策如何做到“高质量发展”。大家聚焦“学

校融入”与“本土文化”，提出建设性意见。

学校积极融入公共文化
蔡金萍代表提出，在寒假到来之际，小学

生参与文化艺术以及亲子活动不足的现象会

更突出。忻继青代表建议寒假期间更应增加、
扩大对孩子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陈明娟代表随之建议，在公共文化服务
进校园方面，学校也想积极参与，可把自创节

目内容融入公共服务菜单，如此，既能提升师

生文化素养，也是为上海文化建设作贡献。
冯志刚代表的建议在假期内外均切实可

行。他认为，现有公共文化设施可用作基础教

育的“实验室”，建议中小学生在博物馆、美术

馆等公共文化空间上“拓展课”。今后可考虑
担任公共文化设施的志愿者、服务者，还能与

公共文化工作者一起探讨设计有深度的艺术
普及课程。

因而，这就需要学校积极融入公共文化。
王品玲代表表示，要加大资金投入，建设学校

附近的公共文化设施，最好能拓展覆盖面。如

此，高校与高校之间、高校与地区之间可以更
便捷地共享文化资源。在提升学校公共文化

工作水平之际，鼓励高校与所在地区的文化
部门对接。将来，还可以考虑将文化志愿活动

转换为学分等。如此，就与冯志刚代表的建议

“无缝对接”了。

沪语沪剧体现本土文化
沪语、沪剧，最能体现上海特质，也是本

土文化的载体，也应在公共文化体系中有充

分体现。钱程代表建议，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增
加沪语报站，可以有效彰显本土文化。但是目

前轨道交通系统中，只有轨交 16号线有上海
话报站，且排在英语报站之后，这不利于形成

上海的本土文化自觉。他建议，应进一步加强
对本土文化的保护，在其他轨道交通线路上

增加沪语报站。

华雯代表认为，当前沪剧等传统戏剧的
观众，被各种娱乐方式分流，再加上沪语方言

的传承力度不够，将面临本土文化难以接续
的担忧。因而，要发挥公共文化配送的引领

性，引领更多年轻人走进剧场。与此同时，也
不妨增加公共文化配送节目的竞争性，让更

多好戏与观众见面。她建议，还可以在公共文

化平台上设立账户，让市民都能享受基本的
戏曲文化配送额度，并确保专款专用。如此，

既能促进戏曲作品的良性竞争，又能掌握戏
曲观众的“大数据”。 本报记者 朱光

思想众筹

    世博中心，从落地窗户望去，滨江美景

尽收眼底。在黄浦江畔召开的上海两会，为
什么响起了独特的音乐声？昨天，记者在市

第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现场听到从黄浦组
飘出了嘹亮的码头工人号子声。原来，市人

大代表陈丹燕将国家非遗项目“装”进手机，
带到了会场。

“淘”来码头号子
“在我的发言前，请大家听两段特别的

音乐。”随着嘹亮的音乐声响起，陈丹燕介绍

了这两段音乐背后的故事，原来这是她好不

容易从文化馆“淘”来的非遗项目“码头工人

号子”。
“2017年，黄浦江 45公里岸线公共空间

全线贯通后，市民有了公共客厅，我有空就会

去江边走走逛逛。”陈丹燕表示，尤其是杨浦
滨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赞扬，还在国外获

得世界建筑节 2019年景观设计大奖，成为滨

江公共空间中亮眼的区域。

从历史上看，杨浦滨江是上海最传统
的工业诞生地，也是上海产业工人最早的

诞生地之一，甚至也可以说是中国产业工
人的诞生之地。这种产业工人的传统，一直

延续至今。

1934年，著名音乐家聂耳在上海码头体

验生活，以码头号子为素材，创作了脍炙人口
的《码头工人之歌》。后来，“上海港码头号子”

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
“现在黄浦江滨江硬件设施很好，跑道、

步道、骑行道各行其道，但见建筑多，见人物
少，缺乏一些有人文气息的‘软件’。”她认为，

从杨浦滨江的产业工人历史角度来看，还有

一些提升空间。如果能在杨浦滨江的陈列中
提升人文历史含量，有望将世界的会客厅打

造成一段上海的历史景观课堂。

会内建议会外响应
“多年以前，我就在德国汉堡海事博物馆

里听到过当地的‘码头号子’，节奏鲜明的号

子声与上海的码头号子有异曲同工之妙。”陈
丹燕建议，不妨结合杨浦与浦东联合申报的

非遗项目“码头工人号子”，将目前已经沉入
历史、不再有使用功能、也不再会出现在现代

社会生活中的码头工人号子展示在杨浦滨
江，让码头工人号子从单纯保护的非遗焕发

出城市历史教育的新活力。

这并非陈丹燕第一次在两会上提到“码
头号子”。2016年上海两会上，她曾建议，在

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设立一个码头工人雕
像，并在雕塑处配套声音柱，游客只要一按按

钮，就能听到码头号子，仿佛置身悠远的旧日
时光。

记者了解到，这一建议提出后，已经得
到相关部门的响应。杨浦区文化局负责人主

动联系商量将码头号子“注入”滨江的可行
性方案。“希望明年两会的时候，我们能够一

起去滨江听码头号子，这也是一种上海的风
花雪月。”

本报记者 宋宁华

    “同心圆只有引发共振，产出效率才会最
大化，而同心圆要共振，就需要策动力。 ”为了
说明自己的观点，上海市人大代表姚薇的“物
理课”现场开讲。

姚薇代表说， 在全国四大集成电路集聚
区中，长三角处于领先地位，产业规模占全国
的 1/2，产业链布局最为完善，经过数十年的
积累，以上海为中心，江苏、浙江、安徽省内各
城市组成的集成电路产业同心圆已经形成。

引发共振的策动力在哪儿？ “打破壁垒、协同
共享、互联互通”是她给出的关键词，这些词
适用于规划设计、行政协调、信息服务、市场
开放、 人才流通等各个环节领域， 只有 “同
频”，才能“共振”。

集成电路对于大家来说， 或许并不是那么
熟悉的产业，但姚薇代表说的这几个关键词却
是全场出现频率最高的———在上海市第十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贯彻落实《长江
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纲要》，深入推进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 专题审议会上，16位代表发
言，为长三角交通、医疗、教育、产业等各方面
深入推进一体化发展献计献策。

“长三角一体化”并不是个新鲜的话题，去
年人大的专题审议中就曾设置了“推进长三角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议题，然而今年专题审议
的现场却有几件新鲜事，值得说道说道。

这场审议是本届人代会上人气最旺的一
场专题审议。 260位代表报名参加，创历年之
最；来自市发改委、示范区执委会、市教委、市
科委等 15个部门的负责同志现场“坐镇”，听

取代表意见、建议，9个部门当场回应。

按照惯例， 专题审议代表发言时间一般
限定在 8分钟，难得的发言机会，代表们常常
需要“抢话筒”，代表发言超时还意犹未尽也
是常有的事。有意思的是，这场审议里发言的
代表似乎非常“有默契”，发言重点明确，有话
则长，无话则短，时间基本在四五分钟左右，

最短的代表发言仅用了一分钟。 更有意思的
是，在听了代表们诸多建设性意见后，现场回
应的职能部门负责同志热情高涨， 也一度
“抢”起了话筒。 现场氛围热烈而高效。

代表说，长三角一体化基础设施要先行，

路要先通，要创新城际轨道交通新平台。市交

通委说，2019年下半年， 长三角一体化交通
研究中心成立， 把各方面数据统一到一个平
台，做统一的研究。 代表说，医疗一体化异地
就医固然重要，但推动信息互联互通互认，提
高区域内同质化的高品质医疗服务才是目
标。 市卫健委表示，区域健康信息互联互通互
认方面，上海和南通已经实现，一体化示范区揭
牌后，和嘉善之间的信息互通也正在推进，相关
实践为区域一体化打下了基础。 代表说，有趣
的灵魂搭上高铁列车更快相遇后，文化交流也
要跟上。 市文旅局说，去年推动的乐游长三角
项目，让四地有了更深入的交流、交融……

如果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一个同心圆，

那么，代表口中的每一个领域就好比是其中一
环，只有“打破壁垒、协同共享、互联互通”，才能
保持同频，让同心圆共振效率最大化，而这已然
成为大家的共识，上述的桩桩件件，都是上海在
践行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时交出的答卷。

当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并不是上海“剃
头挑子一头热”的事。这两天苏浙皖三省两会
正在密集进行，“长三角一体化” 的话题在各
地两会的热度快速飙升。

江苏省政协委员李心合提出， 长三角拥
有普通高校 457所，受行政区划、地缘优势、

政策差异等因素影响， 长三角高校间的协同
发展意识和动力不强， 协同决策机制尚未真
正确立；大学教师、信息等资源也尚未真正互
通、流动和共享。

为此，李心合建议，大学要突破现有行政
区划， 将整个长三角区域视为一个大学功能
区；组建长三角大学协同发展研究院，通过资
金扶持推动长三角地区的大学分步骤、 分项
目、分学科、分层次、多要素、多渠道、多形式
实现资源互联互通、协同共享。

巧的是，这个建议和上海市人大代表张润
斌提出由上海牵头，建立区域高校联盟，整合长
三角区域内高校科研力量，通过构建开放式的
创新实验室， 校企联合技术的成果转化平台
等方式， 完善产学研用一体的协同创新模式
的建议“不谋而合”。

而这并不是个案。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的很多话题和领域上， 代表委员们都想到一
块儿去了。想来也不奇怪，因为在谋划未来的
共同发展时，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同心
同力，让“一体化发展”这个同心圆同频共振，

本就是“长三角人”心之所向、众望所归。

同心同力 同频共振
毛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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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会场响起“码头工人号子”
市人大代表建议在杨浦滨江展示这一非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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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代表建议多渠道推广沪语沪剧

让学校自创节目进公共文化菜单

■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是各地两会讨论的热点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