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幸福出发———熊本熊杂货铺”快闪店

全国首站日前亮相龙湖上海宝山天街，并将停

留到 6月 30日。10大场景设计以“部长”的日
常为设计原型，2.5米高巨型熊本熊空降，更

有 50款熊本熊全球限定产品独家首次推出。

在熊本熊杂货铺中，将有 60余种幸福

小货品与消费者见面，以“幸福”为设计理
念，产品多以年轻活力时尚为特色打造，同

时也更生动地运用了熊本熊的性格特点。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首席记者 王蔚）

“小朋友们想不想让乐高机器人
跳舞呀？”“我们登陆的火星车没

有人开，为什么会动呢？”……这是
今天上午在上海师范大学“我为

群众办实事———爱心晚托服务”
启动仪式上，师范专业的党员志

愿者向沪上 8所小学的校长展示

的爱心晚托特色课程。

延续了十余年的上师大“暑
期爱心学校”，今年将全力打造另

一张志愿服务新品牌———爱心
晚托服务。学校充分发挥师范专

业的办学优势，统筹 12个设有师
范专业的二级学院的特色课程资

源，首批向徐汇区、奉贤区的 8所

小学共提供 87门特色课程，内容
涉及革命传统教育、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科普讲座、创意手工、音
乐赏析、书法、国画、体育运动、乐

高课程、双语课程等。
上师大首次在全市试点推

出“专业化”的爱心晚托服务，除
了借鉴学校开办“暑期爱心学

校”的成功经验，还新增了党员
指导教师参与课程研发的新元

素，首批受益的小学生将达
7000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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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五五购物节·品质生活直播周”举行

“云游”魅力申城“带货”上海文化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成果转化是科技

创新的“最后一公里”难题，逆向思维会不会是
解决之道？今天上午，国内首个以“创新需求”为

主题的科技性展会———2021全球技术转移大
会，在上海展览中心正式拉开帷幕。开幕式上，

阿斯利康国际生命科学创新园、中国宝武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两家重点企业发布创新需求，聚

焦技术转移供需要素，面向全球寻找“揭榜”人。

传统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是从高校和科
研院所出发，实验室成果转移到企业；逆向思

维则是企业提出技术创新需求、发布“赏金”，
吸引科研人员“揭榜”比拼。这条从需求侧出

发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或许可以解决正向

路径的供需不匹配问题。
本届大会正是以“万‘象’需求 全球揭

榜”为宗旨，旨在展示中国企业创新需求，吸

引全球创新资源、创新智库汇聚上海，打造全

球创新需求集成地。在近万平方米的展示空
间内，10000余项技术创新需求汇聚，500 余

项国际国内待转化成果展示，200余项中小企
业创新产品发布、200项共性需求解决方案亮

相，以及 50余家科技服务机构构建技术交易
“丛林”，布展规模庞大，参展力度喜人。

特别是 Tech-Need 企业创新需求对接展
区，聚集了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国科

量子通信网络有限公司、上海航翼高新技术发
展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生物芯片有限公司、

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中央研究院、上海核
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等 10家重点企业。

大企业带来了大需求，诚邀全球各地的创新人

才“揭榜挂帅”，建设企业开放式创新平台。

悟源量子计算机、高灵敏度光量子探测

器、塔式起重机、玻尿酸屏障调理次抛原液、声

讯离线会议办公本……不同于以往的高科技
展会，走进全球技术转移大会，犹如置身未来

科学世界。高新技术展、中小企业创新产品展
区、世界桥梁展区等六大展区带来的企业创新

需求很未来，企业亟需创新的产品很前沿。

世界桥梁展区里，连省跨国，孕育技术转
移新契机。瑞士苏黎世学术赛车俱乐部，全球

科技倡导小组、英国科技协会、法国海外留学
人员创业者协会、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

州———技术创新中心、欧洲企业服务网络等
多家跨国技术服务机构，组团亮相。

在去年全球技术转移大会上开市的上海

技术交易所，今年带来周岁“答卷”，无论是技
术交易、成果转化，还是金融服务、创新中心

建设等，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截至 2021

年 4月，上海技术交易所累计挂牌科技成果

数 1491项，累计成交金额 8.47亿元，意向进
场科技成果数 1863项，意向进场交易金额

15.04亿元，进场服务机构 27家。

过去五年，中国技术贸易取得显著成就，
作为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的有益探索，2021全

球技术转移大会致力于提供全要素、全链条、全
球化的解决方案———会前征集创新需求，会中

促成供需对接，会后续接“技术交易周”，打造技
术转移闭环，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每一公里”。

据介绍，本届大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科

学技术部、上海市人民政府指导，科学技术部
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科学技术部火炬高

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主办，由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承办，是浦江

创新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万余项技术需求撬动科创未来
2021全球技术转移大会在沪开幕

    从明天开始，《上海市

无障碍环境建设与管理办
法》就将正式施行，对日常

出行、政务服务等领域的无
障碍设施和服务提出更多

明确要求，让更多有需求的
市民从中受益。

无障碍环境建设是社

会文明进程的标尺， 是社
会温度的具体体现。 伴随

着城市经济发展和人文环
境、服务理念的提升，无障

碍设施服务不仅是针对残
障人士， 而且是一切有需

要的人。 上海无障碍环境

建设已经从早期主要聚焦
无障碍设施， 开始向信息

交流、公务服务、居家生活
等领域延伸发展。

对于一般人来说，很难
真正理解“细节”对无障碍

环境建设的重要性。 然而，

在生活中恰恰就是那些看

似做了却可以在细节处做
得更好的无障碍环境，对于

特殊人群有着非常重要的
意义。像有些盲道的铺设基

本到位，但盲道上的物品却

是五花八门———共享单车、

路障等， 致使盲道不 “帮

盲”。又如，人行道上的一些缘石坡道，原
本是为了残障人士车辆通行， 现在却成

了私家车停放通行“专用道”……

无论是老生常谈的盲道占用， 还是

老年群体受制于家门口的一、二级台阶，

都显示出打通无障碍环境“最后一公里”

的重要性。在这个过程中，硬件上的投入

必不可少，比如：为人行天桥加装电梯，

方便老年人、 残障人士以及推着婴儿车

的家长过马路。

与此同时，“软件” 上的完善更加重

要，像人行天桥电梯加装好之后，如何督
导各天桥管养单位建管好、养护好、运营

好电梯。此次实施的《上海市无障碍环境
建设与管理办法》，在明确无障碍设施建

设与维护要求， 完善无障碍社会服务之
外，还加强了监督管理和责任追究，改变

过去无障碍设施建设多， 但管理力度不
够的局面， 促进全社会无障碍环境高质

量发展。

人人参与，有爱无“碍”。只要社会各

界都参与到无障碍环境建设中来，研发、

推广和应用无障碍通用设计技术、产品，

建设更高标准的无障碍环境， 提高无障
碍环境的便捷化、系统化、智能化水平，

就能形成更强的发展合力， 让城市更加
便利、更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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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幸福出发———熊本熊杂货铺”登陆上海

今日论语

    “初心之城、魅力之城、数字之城”三大主

题、500 多场精彩活动，5 月 28 日至 6 月 3

日，第二届“五五购物节·品质生活直播周”正

以“爱上海、品生活”为主题，如火如荼地举
行。主播“三多同学”带着屏幕前的观众“云逛

展”，走进了最早就是由网络博主发掘的“魔
都最美博物馆”震旦博物馆；网红主播李佳琦

也被授予了“红色文创推荐官”称号，为上海

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带货”。直播的镜头下，
全国网友都在充分感受上海“品质直播第一

城”的魅力。

“上海直播场景地图”，涵
盖近千个文旅场馆
如今，直播已成为传播内容及生活方式

的重要手段。直播产业所带动的，不仅仅是购
物消费，更有各种类型的文化产品。热爱分享
的李佳琦，面对“红色文创推荐官”的称号，感

到了前所未有的荣誉感和使命感：“今年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我不仅要把好物推

介给大家，更要做一个正能量的传播者，传播

红色文化，弘扬城市精神，讲好上海故事。这
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责任。”

主播在直播中纳入文化元素，上海的文化、

旅游场馆也向直播敞开了大门。“上海直播场景

地图”正式发布，涵盖了全市的文化场馆、旅游
景区等近千个场景。“我们希望能用优质的服

务，吸引全国的优秀团队来到上海发展，更好地
向全国、甚至全球展示上海的文化，助力打造上

海‘品质直播第一城’。”开幕式上，上海网络视
听协会秘书长张韬说。

百位人气UP主，为建党百
年推起“红色后浪”

直播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在年轻人群
体中具有广泛的基础。本届品质生活直播周，

用户年龄平均 21岁左右的哔哩哔哩，就充分
发挥其平台优势，紧扣年轻用户群体，推出

“红色”“文化”“数字”三大主题的直播周活
动，为上海市民的文化消费注入新动能。

“红色”主题方面，100位人气 UP主以“初
心百年，红色后浪”为纲领，为建党百年创作、

发声、造势，通过主旋律动画、红色盲盒、直播

探访红色场馆等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吸引他们
的关注和参与。“文化”主题方面，“为上海定制

虚拟偶像”“国风游园会”“UP主对话文化大
咖”等直播与传统文化、科技元素融合的活动也

接踵而至。“数字”主题方面，哔哩哔哩还构建

“数字购物乐园”，通过“线上新文化赋能线下新

消费”等方式，为共建“数字上海”贡献力量。

走进十多家文艺院团，打
造云端“艺术盛宴”

去年，抖音上发起的“艺起前行”活动，帮
助人们开启了云观演、云观展的全新文化生

活模式。本届品质生活直播周期间，抖音再接
再厉推出“品质生活·云游艺海”专题活动，联

动上海沪剧院、上海越剧院、上海淮剧团、上
海芭蕾舞团、上海歌舞团等十几家文艺院团，

在 7天内开设上百小时的直播活动。廖昌永、

茅善玉、蔡金萍、史依弘、黄豆豆、马晓辉、韩
蓬、吴虎生、戚冰雪、徐祥十位艺术名家化身

“品质生活推荐官”，与线上观众一同走进文
艺院团，对话艺术家，在云端开启一场丰盛的

艺术大餐。
北京字节跳动上海公司执行总裁余建军

表示：“上海一直是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南北
艺术荟萃的舞台。今年是上海推进城市数字化

转型的开局之年。我们希望通过‘互联网+文
化’的模式，将上海丰富的文化消费资源，推荐

给对品质生活有追求的人们。”
本报记者 吴旭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