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冬的上海演艺市场，有着与这个季

节不相符合的融融暖意———上个周末，原
创歌剧《晨钟》为“艺起前行”优秀新创舞

台作品上海展演敲响收官音符。下周，评
剧《染》和婺剧《无名》将共同拉开中国小

剧场戏曲展演的帷幕。你方唱罢我登场，
上海这方舞台以演艺大世界为核心，网罗

着全球佳作，不断向着建设亚洲演艺之都
的道路进发。

成立五年的小剧场戏曲节扎根长江剧

场，吐故纳新，从“上海牌”一路升级到“国
字号”，演变成如今的中国小剧场戏曲展

演。演艺大世界的概念提出两年多以来，也
不断迭代升级，成果斐然。如今，演艺大世

界内拥有专业剧场 22座、演艺新空间 38

家，比 2018年 6月刚着力打造演艺大世界

时的数据翻了一番。2019年各类演出 1.9

万余场，首演数量达 80部；今年截止到 10

月 31日已经演出 1.3万余场，包含 11部首
演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已经占据全

市演出市场的半壁江山。
除了演艺资源的集聚度在持续提升，

演艺大世界对头部企业及人才的吸引力也
在增强。戏剧名导陈薪伊落户人民大舞台，

两年里为演艺大世界打造了 4 部原创剧

目；上海音乐剧艺术中心、笑果工厂、爱奇
艺 VR全感电影旗舰店、秘密影院：007大

战皇家赌场等创新演艺空间都先后落户；
不得不提的还有上海大世界演艺交易资源

平台，从去年到今年入驻项目已有 5000多
个，入驻机构达 200余家，已产生 1.1亿元

采购意向，成交金额 830多万元。

依托众多定位鲜明的剧场，演艺大世
界得以度身定制三大国际节展：上海国际

音乐剧节、上海国际戏剧邀请展和上海国
际喜剧节。如今加上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

这里既是传统戏曲的展示地，也是华语原
创的孵化地，演艺市场的引领性不断凸显。

独脚戏《石库门的笑声》在中国大戏院演出

了 61场，一发不可收；“星空间 1号”里的
驻场音乐剧《阿波罗尼亚》火了，11月首演

35 场爆满，12 月演出开卖后 3 分钟内售
罄，这其中 80%是上海本地观众，还有 20%

从长三角地区慕名而来；《永不消逝的电
波》《战上海》等热门演出，草坪音乐会、思

南赏艺会等街头商圈的公益活动，让上海

全城有戏、全民观演。
演艺大世界还是演艺行业的风向标，

其演艺服务的社会认可度也不断提升。疫

情发生以来，演艺大世界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保证剧场复苏发展。复工复演后，云剧
场与线下剧场联动，为医务工作者送出了

5000张演出票和电影票。还有 8518人次的
市民享受到了立减 100元至 200元的惠民
补贴票，而购票点已经像公共文化配送一

样构筑起了三级体系，旅游集散地、商务楼

宇、社区都可以轻松享受补贴。
明年，演艺大世界将迎来下一个三年

发展规划。中共黄浦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曹
小敏表示，未来演艺大世界将打好资金扶

持组合拳，用好市区两级演艺大世界配套
资金，向首演剧目和驻场剧目倾斜；同时，

推动线上线下、剧场和演出新空间、演艺和
文创、国有机构和民营机构“四个共同发

展”；在赋予观众更多创新观演体验的同
时，一个突破传统空间的 1公里演艺生活

圈正加速形成。

在曹小敏看来，只有抱团做强，才能
协同发展，“随着演艺大世界在线演艺联

盟的成立，它的实体化运作还会带来很多
新的可能”。

本报记者 赵玥

演艺大世界 燃市民观演热情

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深入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贯彻落实十一届市委十次全会精神

    本报讯（通讯员 张欣驰 记者

易蓉）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
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

大局稳定的重大风险挑战。昨天，上
海市人民政府与复旦大学签署协

议，共建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
安全研究院，上海市传染病与生物

安全应急响应重点实验室揭牌成

立。两大机构的成立和建设也是贯
彻落实上海市公共卫生建设大会和

上海“公共卫生建设 20条”的重要
举措。

据介绍，研究院是由上海市人
民政府和复旦大学共同建设的独立

法人事业单位，依托复旦大学上海

医学院进行系统化建设，实行理事
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研究院院

长由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吴凡担任，重点实验室主任由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

文宏担任。

研究院将面向建设上海超大
型城市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的核心

要求，聚焦上海和国家重大传染病
与生物安全领域重大问题，构建

“全链式”技术共享平台，为上海
和全国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提

供人才储备、技术支撑和政策建

议，建设成为国内传染病与生物安

全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研发中
心和疫情防控科技指导中心，并努

力成为世界顶尖的传染病与生物
安全综合研究机构，为全球疫情防

控和构建生物安全网络作出中国
贡献。

研究院边建边研，主要核心骨

干已投入到本市新冠疫情防控和
科技重点研究中，并充分发挥智库

作用，为上海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阶
段性成果贡献智慧。近阶段重点围

绕重大突发、新发传染病的早期识
别预警、病原体快速鉴定、病原体

短期规模化检测、新发传染病临床

诊断和救治、多中心临床流行病
学、疫苗研发、药物研发 7 个关键

科学问题组织科研攻关。下一阶
段，还将探索创新体制机制，整合

全市优势科研力量，全链谋划贯穿

发现、预警、检测、诊治、预防环节
的“重大突发传染病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及防控体系”；同时聚焦重大
传染病病原学和生物安全研究及

技术转化、重大传染病临床试验和
诊治、重大传染病与生物安全大数

据与预警预测研究以及重大传染

病与生物安全防控策略和政策研

究等领域。

上海市传染病与生物安全应
急响应重点实验室以复旦大学附

属华山医院为主体，同时作为市级
研究平台，由市科委和市卫健委共

同加强指导和管理，将打造国际领
先水平的病原体检测鉴定与救治

中心、临床研究和创新转化平台、

以及国际合作交流与人才培训平
台，并组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科技人才队伍，在科技研究水平方

面与国际接轨。
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清，副

市长陈群、宗明等出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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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城市治理“跑”在前
方 翔

新民眼
    徐汇区“12345”?线接线员小陈在前一
阶段的工作中，通过徐汇“一网统管”实战平
台“?线感知场景”发现，市民的?线来电中，

反映最多的问题是噪音扰民等 5 类高发诉
求。通过实战大屏，他发现投诉的?点区域主
要集中在区内的几条道路沿线。

小陈通过海量数据研判分析建立了数据
模型，关联起各类高频投诉之间的联系，最终
发现，夜间施工、工地施工和道路施工关联紧
密。在后续处置过程中，有关部门除了及时妥
善处置诉求之外，还适度调整夜间施工内容，

尽量减少夜间施工噪音。

据徐汇区城运中心主任宋开成介绍，目
前徐汇区“12345”?线还可以通过自然语义
分析，深度感知市民的情感情绪，通过区别对
待、精准响应，尽可能把问题解决在更多市民
开口之前。

数据和算法并不是“冷冰冰”的，也可以
让人们感受到城市的“温度”。 除了解决居民
投诉问题之外， 像独居老人如果长时间没有
离开家门， 一般的社工难以及时注意， 但是
“一网统管”系统会自动预警，确保小区和居
民的安全。

《城市的胜利》作者爱德华·格莱泽教授
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城市追求“以人为
本”不应“自以为是”。 因而，在城市数字化转
型过程中， 政府与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人们

之间沟通的有效性显得更为重要。

上海在城市数字化转型中有天然优
势，“一网通办”和“一网统管”已取得显著
成效。 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过程，则是
进一步面向社会领域，服务社会群体，鼓励
社会参与。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不是要把
“海量”的数据大水漫灌式地充实到管理领
域，而是通过来自不同渠道数据“碰撞”过
程中，实现管理手段、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
的创新。

数据“碰撞”的过程，实际上就涉及如何
使用算法。一个好的算法，就是要用最低的成
本，最高的效率来引导数据要素资源，力求在
最低的层级、最短的时间，以最小的成本，解
决最大的关键问题，这既是治理能力的体现，

也是服务能级的写照。

上海提出的城市数字化转型， 不是单纯
的技术手段迭代， 而是以大数据深度运用为
驱动，倒逼城市管理手段、模式、理念深刻变
革，引领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全面创新。

当城市治理产生需求，或者产生问题，在数据
和算法的帮助之下，不仅会有解决的办法，更
会变成新的发展动能。

十一届市委十次全会首次提出全面推进
城市数字化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更多市民将
能够参与到“以人为本”的城市管理中。 城市
数字化转型也会让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人们
有一种更深切的、对于“生活更美好”的感受
度，这也是对“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理念的践行。

助力上海迈向亚洲演艺中心

全链谋划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体系
上海成立两大机构，整合全市优势科研力量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
市长龚正昨天主持召开市
政府常务会议，强调按照

市委要求，做好国务院第
七次大督查反馈意见的整

改落实工作，做到立行立
改，改必到位，举一反三，

务求长效。

按照国务院统一部
署，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

第四督查组于 10月 13日
至 23 日对上海进行了实

地督查，并形成了督查反
馈意见。

会议指出，此次国务
院大督查，既是对上海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
策部署落地见效的一次大

检查、再督促，又是帮助和
指导我们发现问题、查找

不足、改进工作的一次重
要契机和促进。这次大督

查对上海的工作充分肯
定，同时也指出了有待改

进之处。各责任部门、区要
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抓紧

制定扎实可行的整改方
案，压实责任，销项管理，

确保高质量完成整改任
务。要及时总结评估反馈

意见指出的问题，更加深
入剖析共性问题和症结根

源，加强常态长效制度建

设，扎紧制度的笼子，实实
在在改进各方面的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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