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城市空间 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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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新冠肺炎疫情近期在国内多地局部暴

发，部分地区升级为中高风险地区。上海市日
前发布 8?措施，进一步强化冬季疫情防控。

连日来，记者走访多个影剧院，丰富的演出活
动和一系列新片上映使申城剧院、影院人气

不减，但各项防控措施毫不松懈：不超过 75%

的上座率得到严格遵守；测温查验有科技加

持；场馆消毒、全程戴口罩有序执行……剧院

影院全力以赴，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提升观
众观剧（影）体验。

“黑科技” 助力
前几天零下 7摄氏度的低温，也没能阻

挡戏迷们奔赴剧场的热情。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的当下，时常出入剧场的观众对“进场流
程”谙熟于心。

越剧经典版《红楼梦》开演前，黄阿婆一
边挥舞着演出票招呼从大剧院艺术长廊另一

头跑来的同伴，一边单手划拉着手机，精准无

误地点开支付宝中的健康码，凑近扫码区，与

此同时，把脸凑近测温仪，只听“嘀”的一声，
闸门自动打开，阿婆顺利“通关”。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上海大剧院、东方
艺术中心、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等沪上各大剧

场进一步加强管理和服务工作，常态防控、预
约限流、人员管理、应急机制等方面做足准

备，细化方案。

而一套几乎“去人工”的核验方法则是上
海大剧院为复演特别升级的新科技。早在去

年京剧名家张火丁演出时，上海大剧院就首
度启用人员进出管理系统，这也是国内演出

行业首度将该系统用作观演人员的信息核

验。此次复演前，大剧院内部经过商讨，并与
有关部门沟通后将该系统技术升级，经多番

调试，让这一“黑科技”有效实现“随申码”状
态显示、身份识别、体温测量等无接触式一体

化的监测和记录，从而为防疫期间人员行动
轨迹的追溯提供有效参考，既节省了人力，也

节约了大家“通关”的时间。

做好春节档
记者本周到百丽宫环贸店看电影。刚驾

车驶入商场，就发现防疫的篱笆被扎得更紧

了。“很多商场在这个星期都升级了防疫要

求，戴口罩、测体温，出示随申码才能进入。但
进入影厅，我们还是会重新检查随申码、给观

众测体温、敦促大家戴好口罩。影厅的消毒和
隔座，我们也始终按照防疫要求在执行。”香

港百老汇影院管理公司上海区域负责人高蓉
说，春节前虽然相对来说是影院的淡季，但他

们不会放松防疫，“虽然偶尔也还有观众对不

能带饮料入场不太理解，也有人匆匆忙忙‘压
点’赶来，因为打开随申码错过影片的开头而

抱怨，但我们不能因此放松防疫要求，一刻都

不能懈怠。”
对于即将到来的春节档，对于已蓄势待

发的《唐人街探案 3》《刺杀小说家》《人潮汹
涌》《新神榜：哪吒重生》等优秀国产影片，这

位院线负责人充满信心：“如果大家响应就地

过年，疫情也控制得住，今年春节档我们一定

会做到防疫不放松。”
本报记者 朱渊 孙佳音

措施不减 防疫不松
———沪上影剧院走访记

    从去年 7月第一家开放到如今，已有 20

个“水岸汇”站点陆续在徐汇滨江落成。1月
22日，第 21个站点“轮渡站”也将正式对公众

开放。在这一个个沿江排布、精致又贴心的小
空间里，市民游客可以用喝一杯咖啡的时间，

惬意享受西岸的“一线江景”。

一站一品
不同于常见的标准化驿站，

徐汇滨江的每处“水岸汇”都因

地制宜、一站一品，有的是在原
有滨江建筑的基础上改造升

级，有的则由建筑师进行设计
新建，还有的与美术馆、商业

店铺合作运营。不同的站点针

对人群也各不相同。
格楼站的二楼是一家艺

术家工作室，充满文艺情调。
因此，一楼的“水岸汇”空间也

被打造成文艺青年最爱的书吧，

承重的柱子被设计成书架，塞满艺

术、设计、党建、文旅等类别的图书，供

人们免费取阅。角落里还放着一台复印

机，读者读到精彩之处，便能将其影印下来，

带回家去。连接楼层的楼梯被放上了许多坐
垫、靠枕，举办讲座、工作坊活动时，这里便成

了舒适的“观众席”。
紧挨着滑板广

场和街头篮球场的

云建筑站，则是运动人群的最爱。这座云朵形状

的小屋原本是 SHL建筑事务所为 2013年西岸
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打造的作品。“水岸汇”

拆除了原本外围的栅栏部分，让这朵“云”以更
开放的面貌拥抱市民游客。站内配备了两名工

作人员和一名志愿者，提供存包、热水、充电、休
息、阅读、医疗等服务，使这里成为了“篮球少

年”、“滑板少年”们的最佳“补给站”。

正对着大片住宅区的星巴克站，摇身一变
成了萌宠聚集地。门前花盆上专门设计了拴狗

绳的挂钩，室外的座椅高高低低，店内还提供
给宠物狗食用的“爪布奇诺”，让“毛孩子”和主

人一同享受下午茶。专门驱车来这里遛狗的徐
晓娜说：“徐汇滨江本来就是遛狗的好地方，现

在这家‘宠物友好’的水岸汇·星巴克站更是成
了养宠一族的社交宝地。这半个月，我已经认

识了好几个狗狗主人，我们还建了微信群分享
养宠趣事，交流养宠经验。”

“水岸汇”不仅装点着市民游客的文化生
活，也为西岸建设者们输送着温暖。位于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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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者

之家站则
满足了建

筑工人、环卫工人们的基本文化需要；一些其

他的站点则配备了微波炉等设备，方便环卫工
人在工作之余吃一口热饭。西岸集团文化产业

部业务主管蔡彭菲说：“我们要让冬日里‘冻手
冻脚’的江边变得暖融融。”

艺术联动
总长 8.4公里的徐汇滨江岸线上坐落着

龙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西岸美术馆、油罐艺

术中心等多个文化艺术场馆，像一颗颗散落在
岸边的珍珠。20个“水岸汇”点位连成一线，将

这些“珍珠”串联起来，让艺术的氛围在整个滨
江弥漫。

除了 AI HUB站，其余的 19个“水岸汇”

都配备了便民服务一站式自助机“智能生活服
务站”。自助机的两块大屏上，循环展示着上海

西岸各大美术馆近期的展览介绍，游客只需手
机扫码，便能预约购票观展。

海事塔站的大门上，一块醒目的小牌子标
明这里是“创意打卡处”。这是西岸美术馆配合

“穿越”亲子沉浸式装置展举行的打卡体验活
动。据工作人员介绍，这样的“创意打卡处”还

有好几处，游客们只要集满足够的打卡数，就
可以到西岸美术馆里兑换一次“穿越”工作坊

的体验机会。

这样的联动，既是艺术场馆和“水岸汇”的
相互引流，也是一种文旅联动。“我们可以让更

多游客方便快速地了解西岸

各大艺术场馆内正在举

行什么展览，随时购票
观展，也能让特地为

展览而来的观众看

完展留在滨江游览
一番，走累了就到

‘水岸汇’里歇歇

脚。”蔡彭菲说。
本报记者
吴旭颖

扫码登记、挑书落座，昨天下午三点，退休的王阿姨熟练地走进
上海西岸的水岸汇·格楼站，开始了属于她的休闲时光。冬日的阳光
透过落地窗户洒在木地板上，让整个空间显得温暖又静谧。王阿姨的
父母住在附近，隔三差五，她看望过父母之后，就要来滨江逛逛，看看
江景。“水岸汇”公共服务站点陆续开放之后，她便又多了一个选
择———到“水岸汇”里坐坐，读一会书。“天气冷的时候、逛累了的时
候，有这样一个地方真是太好了。”

在徐汇滨江串起“水岸珍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