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左妍）7月 20日 0—24

时，通过口岸联防联控机制，报告 2例境外
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治愈出院 2

例，其中来自美国 1例，来自英国 1例。
病例 1为中国籍，在美国留学，7月 13

日自美国出发，经德国转机后于 7月 15日
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入关后即被集中

隔离观察，期间出现症状。病例 2为中国

籍，在菲律宾旅行，因疫情原因滞留。7月
15日自菲律宾出发，当日抵达上海浦东国

际机场，入关后即被集中隔离观察，期间出

现症状。2例境外输入性确诊病例已转至定
点医疗机构救治，同航班密切接触者此前均

已落实集中隔离观察。
又讯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1日通报，

7月 20日 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1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3例（上海 2例，

四川 1例），本土病例 8例（新疆 7例，兵团
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18例，解除医

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251人，重症病例较前
一日增加 2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80例（其中重
症病例 3例），现有疑似病例 1例。累计确诊

病例 2015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1935例，
无死亡病例。

截至 7月 20日 24时，据 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
确诊病例 242例（其中重症病例 7例），累计

治愈出院病例 78817例，累计死亡病例 4634

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83693例，现有疑似病

例 1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772488人，
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7108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6例（境外

输入 1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 1例（境外输
入 1例）；当日解除医学观察 10例（境外输

入 7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 149

例（境外输入 80例）。

昨天新增 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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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上海老
旧小区更新改造不止是“换衣戴帽”，

还把满足居住者需求放在首位，为
居民打造更舒适的居住环境。昨日，

上海市房管局发布“首届旧住房改造

设计方案征集评选活动”评选结果，
30个设计方案或作品获殊荣。

近年来，上海以旧住房更新改
造为发力点，改善市民居住环境和

提升市民居住品质，2016年至去年

底，上海市已实施旧住房综合改造

3300余万平方米，受益居民 55万
户，超额完成“十三五”规划的目标任

务。为引入新的设计理念和社会力
量，形成加强设计理念、提升设计水

平、提高改造标准的风向标，2019年，
上海首次向社会征集旧住房综合改

造方案，并启动“旧住房改造设计方

案征集评选”，以解决设计短板问题。
普陀区风荷苑是一个比较典型

的老旧小区，位于长风二村 101-

186号，建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小
区内基础设施等配套设施老化，绿

化受到严重破坏，无电梯，无法满足
居住者的生活需求。在此次征集评

选活动中，中国美术学院风景建筑
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提交的《普

陀区风荷苑改造设计方案》获得综

合金奖。“在前期勘察过程中，他们
发现小区一半居民为老年人，存在

居民上下楼不方便、人行道被机动

车挤占、小区内缺少活动空间等问
题。”该项目负责人沈骏介绍，该设

计方案以“荷”作为设计元素，从景
观、建筑功能整理入手，在小区门头

设计、公共环境上予以体现；利用原
有的废旧景观水池，打造一个以荷

花为主题的月下景观带；在小区内

增设露台，利用山墙面设计连廊，将
保安房和连廊结合，打造更多共享

空间；在每个单元楼入口处，预留加

装电梯井。
上海老旧住宅更新改造有哪些

新亮点？上海市住建委主任黄永平
表示，首先要消除房屋安全隐患，特

别是消除房屋结构隐患和高空坠物
隐患；提高居住品质，设计中应考虑

预留加装电梯的空间，并兼顾到小

区公共空间中增加适老性设施；加
大配套功能，如停车位等。

老旧小区更新不止是“换衣戴帽”
上海发布首届旧住房改造设计方案征集评选结果

    夏日炎炎， 逛展拍照……这如

今已成为沪上不少年轻人的周末选
择。各类美术展中人头攒动，偶尔甚

至会发生诸如 “朋友， 你挡我拍照
了”……这样的对话。

在某社交分享媒体词条中搜索
“美术馆”， 至少有 14万篇笔记，与

之相关的是“美术馆拍照”、“美术馆

穿搭”、“美术馆滤镜”……几乎都和
展览内容无关，重点在“拍照”、“如

何拗造型”、“穿什么衣服出片率高”

———和前段时间大热的野餐一样，

重点不在吃，在于好看，到美术馆同
样也不在于它的艺术价值， 而在于

“拍照+分享”。

这是艺术展的初衷吗？ 显然

不是。

被不少人视为网红展览的代

表，TeamLab无界美术馆，原本是通

过交互与科技的方式表达 “人类参
与自然而对自然产生的影响”，因为

视觉效果美轮美奂， 成为拍照打卡
圣地。 Teamlab主席松本明耐先生

就曾郁闷感慨，“拍照好看” 从来不
是他们的目的，甚至发表过“在这个

大型自拍现场， 没有人去感受作品

背后意义”的言论。

不过， 并非所有网红展览都

如 TeamLab 这般“有追求”，越来
越多的展览在布展时为人们拍照

而精心设置， 这些展览通过参观
者上传到社交网络实现了所谓的

“口碑传播”。

传统的美术馆、 博物馆展览更

加注重给参观者以美的启迪和人生
思考，网红展却不然。

当观展的焦点变成了什么角度

拍照最美、 什么颜色配我的服饰、什
么展品更能表现我的气质时……展

览的本质就已变味。 一顿咔咔咔之
后，谁还会记得身后的艺术品是什么？

发达的科技给了艺术展览和艺
术作品的呈现方式以更丰富立体的

样貌和更无界的可能。然而，当艺术

沦为屠屏社交媒体的附庸， 那些本
应代表美与智慧带给人们的感动，

又该何处安放？

美术馆和博物馆的底线一定有

肩负起国民审美教育的责任这一条，

“拍照好看” 或许是人们走进艺术门

槛的第一步，但接下来怎么把这些观
众变成美术馆美育教育的对象，才是

当代美术馆和博物馆接下来应该思
考的新课题和努力的方向。

当展览变成网红 □ 厉苒苒

一人就业 全家脱贫
地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布

古里沙漠之间的叶尔羌河冲积扇平

原中上游的喀什地区莎车县，由于自
然条件恶劣、发展落后，长期顶着贫困

县的帽子。而塔尕尔其镇塔合塔科瑞
克 15村更是莎车县里的深度贫困村。

“到去年底，村子里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77户 778人。我们村子人多地少，农
民思想又安于现状，因病致贫的也有

不少。”村扶贫第一书记胡安江刚走访
了贫困户，衣服被汗水打湿了一片，一

进办公室，就咕嘟咕嘟灌下一大杯水。
他告诉记者，村子是国务院扶贫办的

脱贫攻坚“挂牌督战村”，目前尚有 46

户 181人还未脱贫。

阿吉古丽原先也是贫困户中的

一分子，改变要从去年年中说起。她
听说村子里建工厂了———这是上海

援疆干部为贫困村“私人订制”的产
业带动就业项目———乡村生产车间，

被形象地称为“卫星工厂”。“过去我
和丈夫在家里种地，种小麦和玉米，

可是一年年下来，也存不了几个钱。”
阿吉古丽说。进了工厂后，每个月能

拿到近 2000元的工资，家里买了新
的沙发，屋子也粉刷一新。“生活条件好多了！

吃饭、衣服再也不用将就了。”
胡安江介绍，塔合塔科瑞克 15村原先没有

工厂，农业种植的水准也不高，因此许多家庭都

处于人均年收入 4500元的贫困线下。“2000元
的月收入在我们这儿算是相当理想的。”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在莎车县的上海
援疆干部时刻牢记、践行着这句话。“我们会根

据每个村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脱

贫方案，找到合适他们的路子。”莎
车县委副书记、上海对口支援新疆

工作前方指挥部莎车分指挥部指挥
长陈剑表示。

招商引资 前景看好
像阿吉古丽一样，因为加入“卫

星工厂”而脱贫的还有 8人。这些在

家门口实现就业的人不知道的是，
他们工作的企业，正是上海援疆干

部组成的“招商小分队”用辛苦和汗
水“跑”出来的。

在上海，现在已很难找到在产

业能级上与莎车县匹配且能给予支
持的企业。今年来到莎车县的第十

批援疆干部们时常凑在一起“头脑
风暴”，以期跳出固有思维，并不辞

辛劳去长三角等地招商来落实“金
点子”。

“这里的政策好，上海援疆干部
的诚意打动了我。”老板蒋增义是湖

南人，负责这家“卫星工厂”的运行
和发展，“我们现在有员工 12人，都

是这个村子的，其中 9人之前都是
贫困户，现在都已经‘摘帽’了。”工

厂现在主要生产切糕、沙琪玛、蛋
糕、月饼等食品，销路还不错。

援疆干部们秉持提升营商环境的理念，拿

出“店小二”的态度，为远到喀什的外地老板做
好服务。“我们现在总投入约 220万元，产品主

要销往喀什地区，每个月利润在 10%-12%

间。”蒋增义透露。他对工厂的前景十分看好，

计划将员工规模扩大到 50人左右。

特派记者 郜阳 陆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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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7日下午 6时许，莎车县塔尕尔其镇塔合塔科瑞克 15村的喀什新希望
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内一派繁忙景象。走进大门，记者注意到“决胜脱贫攻坚战倒计
时”的大牌子格外醒目。27岁的村民阿吉古丽正在烘焙车间里烘焙蛋糕，脱下卫生
隔离用的帽子、手套，阿吉古丽走出车间和记者聊起这一年来发生在她身上的变化。

上海科技馆举办日食特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新民随笔

    上海科技馆原创策划的“日月魅影———日食特展”今天推出线上线下

展，带领观众全方位领略日食的独特魅力。图为展览采用日食模拟展示，

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景观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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