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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外滩，汇聚了时代的风潮、

历史的人潮与文化的思潮。这里是
中国睁眼看世界的起航之地，是上

海开埠以来中外文化的交融之所。

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开篇就
描绘了北外滩江河交汇处的景象。

“如果你沿苏州河漫步，还可以看到
一排漂亮的建筑群，自西向东分别是

被称为亚洲第一公寓的河滨大楼、拥
有远东第一大厅的上海邮政大楼和

著名的上海大厦。这些建筑和北外滩

很多历史建筑一样，在当年都是公共
性的，曾引领过一个时代的风尚。”

今天，跟着记者一起漫步北外
滩，品味人文景点、历史建筑的“颜

值”与内涵，感受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吧。

一出提篮桥地铁站，顺着路口

的指示牌走，便到了上海犹太难民

纪念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约 2.5

万名犹太难民逃到上海，北外滩成

为二战期间庇护犹太难民的“温馨
港湾”。2007年，虹口区以摩西会堂

旧址为核心建立上海犹太难民纪念
馆。近?，犹太难民纪念馆完成改扩

建工程，以全新面貌重新开馆。记者

看到，拱形门头、红灰相间的石砖，
新展厅外观依旧是老房子的模样，

但面积由原来的 1000多平方米扩
至如今 4000多平方米。据馆长陈俭

介绍，建馆之初，一件史料也没有，
只有几块展板讲述着犹太人在上海

的故事。一些携带史料来参观的前
难民们在观展后表示愿意将自己的

收藏捐献给纪念馆。如今馆内的展
品已增至近千件。几乎每件展品的

背后，都有一段苦难与温情的故事。

距离犹太难民纪念馆不远，有
一家很有名气的网红书店。天气晴好

的下午，不少热爱阅读的市民窝在书
店的角落里，捧一本书籍，品一杯香

茗，乐享静谧的时光。“北外滩历来是
各路文化名流云集之地，这里在百年

之前就已经称得上是‘世界会客

厅’。”望着玻璃窗外的江景，建投书
局华东业务中心总经理谢重澄如此

感叹。位于黄浦江畔的建投书局·上
海浦江店，最初只是一家不足 200平

方米的“小据点”，2016年升级改造
后，扩展为拥有 1500平米占地面积

的大型复合文化空间。书店拥有英伦
学院派的设计风格，被许多读者称为

“霍格沃茨魔法书店”，也获得了“沪
上最美书店”的称号。

从外滩穿过苏州河畔，来到四川

路桥北堍，上海邮政大楼十分“吸睛”。
这幢由英籍建筑师思九生设计的大

楼，是目前国内存世的最早的邮政大
楼。楼内还设有邮政博物馆，记录下

邮政的起源和发展历程。“上海是中
国邮政的发祥地之一，我们博物馆

也记录下了邮政历史上的‘上海印

记’。”邮政博物馆工作人员周帆说。
想了解北外滩的历史，还有一

幢大楼不容错过———位于黄浦路
15号的中国证券博物馆。1990年

12月 19?，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外
白渡桥边的浦江饭店鸣锣开市。

2018年，浦江饭店变身为中国证券
博物馆，这也是我国证券期货行业

唯一一家国家级博物馆。
来到虹口浦江沿岸，这里是重

要的码头聚集地，在滨江贯通之际，

北外滩打造了以“码头文化”为主题
的滨江文化景观。尽管天气寒冷，仍

有不少市民漫步在沿江步道上。
如何充分挖掘文旅功能，推动

历史建筑保护与历史文脉延续相得
益彰，是新时代留给北外滩的课题。

记者在这片“黄金地段”和“中心节

点”上兜了一圈，发现承载着历史记
忆的老建筑，加快开展正常业务的

同时，也在不断挖掘文旅功能，成为
延续城市文脉的新地标。

伴随着最新规划的公布，北外滩
又迎来“高光”时刻：将按照“世界会

客厅”的要求，高水平规划、高品质开
发、高质量建设。站在历史、当下与未

来的交会点上，北外滩会变得越来越
美、越来越好。 本报记者 杨欢

    本报讯 上海市马克

思主义理论学科与马克
思主义学院建设工作推

进会昨天下午召开。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慧琳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必须从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高度，深刻认识
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和马克思主义学院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性紧迫

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

精神，贯彻落实中央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工作会议部署要求，
切实推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研究宣传不断走向

深入。要深化改革创新，
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发展，建设高水平教师

队伍，推动全市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科和马克思主

义学院在“十四五”时期
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会上，颁发了新一轮
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项支持计

划奖项。获奖代表，思政课建设特聘专家，
本市各高校、市委党校、上海社科院等单

位及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负责同志，各区
教育局主要负责同志等 200余人与会。

    本报讯（记者 杨洁）昨天，上

海嘉定综合保税区颁证揭牌仪

式在嘉定区政府举行。
现场，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总

投资超 20亿元，达产后产值将超
100亿元。这些项目涵盖高端赛

车、半导体装备、集成电路材料、
人工智能及跨国总部等多个领

域，具有高成长性的特点。

上海嘉定综合保税区的前身

为上海嘉定出口加工区，2005年 6

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2008年 4月
封关运作。今年 5月 20?，国务院

批复同意上海嘉定出口加工区整
合优化为嘉定综合保税区，规划面

积 0.95平方公里。10月 28?，联
合验收组完成嘉定综保区的验收

工作。11月 3?，海关总署批复同

意嘉定综保区的验收结果。此次揭
牌，标志着嘉定综保区顺利实现当

年批复、当年验收、当年挂牌。

经过 12年的努力，嘉定综保
区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功能完善、

要素齐全、设施完备的海关特殊
监管区域，园区围绕先进制造、保

税物流、保税维修、跨境电商等领
域，汇聚了一批优质企业。

随着嘉定综保区的揭牌，上

海市的出口加工区已全部完成转
型工作，这标志着出口加工区已

完成了历史使命，同时也标志着

上海市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在产
业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上又迈上

了一个新的台阶。根据规划，嘉定
综保区将“立足嘉定、服务上海、

联通长三角”，围绕汽车“新四
化”、智能传感器及物联网、高性

能医疗设备和精准医疗三大产业

布局，推动高端制造、保税研发、
检测维修、跨境贸易、国际分拨五

大功能建设，打造一站式外贸综
合服务平台。

上海市副市长宗明和上海
海关关长、党委书记高融昆共同

为嘉定综合保税区揭牌。高融昆
颁发嘉定综合保税区证书。

尊敬的读者朋友：

如您现在持有 2021年《新民晚
报》集订分送单，或正打算现金订阅

2021年《新民晚报》，请务必于 2020

年 12月 31日前， 尽快到本市各邮

政支局订阅窗口办理 2021年《新民
晚报》订阅手续。

凡在 2020年 12月 31日前订阅
2021年全年《新民晚报》的读者（含

集订分送单订户和现金订户）， 均可
在邮局领取“正章”

礼品套装一份。

咨询电话 ：

11185或 62474929

（工作日上 午 9

点-?午 4点）

敬告读者

扫码直接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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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嘉定综合保税区揭牌
全市出口加工区全部完成转型

    本报讯（记者 易蓉）为进

一步提升上海中医药标准化在

世界的地位，引领传统医学国际
标准化发展，掌握中医药国际

标准制定的主导权，上海中医
药大学结合学校学科建设和发

展需要，启动中医药国际标准
化研究中心项目建设。该中心

将发挥中医药原创优势，秉承

国际标准化理念，创新体制机
制，实行开放式、国际化、跨行

业、多元化的运行模式，努力建
成世界传统医学标准化高地和

研究中心，在上海科创中心建

设进程中打造一个全球传统医
学的总部。昨天，中心成立仪式

在张江校区举行。
据介绍，该中心将构建五大

科学研究平台：中医药国际标准
化研究平台、中医药防治慢性病

国际标准化研究平台、中医临床

医学技术国际标准化研究平台、
中医药国际表型组学研究平台、

中药新药创新国际标准化研究
平台。

上海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

曹锡康表示，该中心将直接对接

国际组织，对接国家战略，对于
建立具有我国原创性产业特色

的中医药国际标准、实施“中国
标准走出去”战略、承担大国责

任、参与国际治理体系都具有重
大的意义。中心建成后将进一步

创新机制体制、实现资源共享和

高效协同，将有力推进中医药国
际标准化建设，并以此带动中医

药国际贸易，更好地服务于国家
“中医药国际化”战略和“中国标

准走出去”战略。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研究中心成立

助力“中医药国际化”战略落地

世走
感受底蕴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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