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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世界城市日——“行动，从地方走向全球”

本报讯 昨天是世

界城市日，以“行动，从

地方走向全球”为主题

的2022年世界城市日

全球主场活动暨第二

届城市可持续发展全

球大会开幕式，在位于

上海北外滩的世界会

客厅举行。国家主席

习近平向2022年世界

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

暨第二届城市可持续

发展全球大会致贺信。

上海市委书记陈

吉宁宣读贺信并讲

话。联合国秘书长安

东尼奥 ·古特雷斯发来

贺信。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部长倪虹，上海市

委副书记、市长龚正，

联合国副秘书长、人居

署执行主任麦慕娜 ·谢

里夫，联合国副秘书长

李军华分别致辞。上

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蒋卓庆出席。

陈吉宁指出，习近平

主席的贺信，充分体现

了中国政府对可持续发

展的高度重视，深刻阐

明了实现城市可持续发

展对共创普惠平衡、协

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

繁荣的发展格局的重要

意义，再次表达了推动

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和《新城

市议程》的诚挚愿望，为

我们探索可持续发展道

路指明了方向。上海将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

席贺信精神，按照刚刚

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描绘

的现代化建设蓝图，坚

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

民城市为人民，践行“城

市，让生活更美好”理

念，把可持续发展更好

融入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等各方面，推动高质

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实现高效能治理，努

力探索和形成城市现代

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的

上海范例，为深化城市

间交流合作、推动全球

可持续发展作出应有的

贡献。

倪虹在视频致辞时

表示，贺信充分体现了

习近平主席对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高度重视，对

联合国人居工作的大力

支持。今年活动主题鲜

明，对于促进各国城市

交流合作，推动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不断增

进民生福祉，具有重要

意义。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对城市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要求。

中国政府将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打造

宜居、韧性、智慧城市。愿与国际社会一道，

以人民满意为标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绿

色为最浓底色，以文化为持久力量，以安全为

底线保障，为各国人民更加美好的未来，合力

奏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乐章。

龚正在致辞时指

出，上海正按照中央部

署，落实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精

神，加快建设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我们将

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

贯彻新发展理念，生动

演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

涵和特征，为落实联合

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贡献更多上海智慧、上

海力量。我们将在推动

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

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

上下功夫，统筹产业结

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

保护、应对气候变化，推

进绿色低碳转型。深入

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

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

民。坚持全周期管理理

念，深化治理数字化，加

快建设韧性城市。

麦慕娜 ·谢里夫在

视频致辞时表示，城市

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至关重要。目前全球

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

城市地区。到2050年，

这个比例预计达到三分

之二甚至更多。城市应

当成为可持续发展目标

具体实施行动的主体，

积极拓展合作，分享经

验，提升决心，为所有人

建设一个具有可持续

性、包容性、安全性和韧

性的世界。

开幕式前，陈吉宁、

龚正等察看了世界城市

日城市发展案例展，听

取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

活动相关情况介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副部长姜万荣主持开幕

式。上海市领导诸葛宇

杰、陈靖、彭沉雷、李逸

平出席。上海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吴清，联

合国助理秘书长徐浩良

分别作了主旨演讲。麦

慕娜 ·谢里夫发布2022

版《上海手册》。开幕式

现场还播放了全球可持

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

和上海指数推介视频。

世界城市日全球主

场活动在时隔8年后重

回发源地上海，此次活动

包括开幕式、成果发布、

圆桌论坛、专题论坛、主

题展示及相关配套活动

等，邀请了国内外有关部

门和城市代表、驻华使领

馆官员、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专家学者等参加。

为更好推动落实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联合国人居署、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设立了全球可持续

发展城市奖（上海奖），旨在表彰在可持续发

展领域取得突出进展的优秀城市，2023年将

颁发首届奖项。上海指数旨在衡量全球城

市可持续发展进展，目前正在参与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城市旗舰项目的20多个全球

城市开展试点应用。中国五大城市群的近

百个城市、上海五个新城在内的创新试点应

用也在顺利进行。

“上海奖”、2022版 《上海手册》等一系列成果发布

新伙伴 让更多“金点子”落地
一只粽子的包装，也能看见老字号吐故纳新

的胸襟吗？能！

起码，00后韩雨婷看见了——年轻的“金点

子”完全可以在老字号迅速落地，让青春创意迅速

转化为实打实的生产力。

大三暑假，韩雨婷开始接触“邵万生”“三阳南

货店”等老字号品牌。那时，她通过黄浦区“老字

号 ·新活力”创新创业专项行动，进入邵万生公共

创业实训基地，从店铺运营、市场调研、产品包装，

全方位了解邵万生旗下老字号品牌。

这当中，她发现粽子包装平淡无奇，只印着品

牌名称。粽子包装，也可以让人一看就觉得弹眼

落睛！但到底怎么才能实现呢？她琢磨了一阵

子，灵光乍现，动手绘制了粽子新包装——卡通

版，水波纹、龙舟，萌哒哒，可爱，当即被企业经营

方认可并投入生产。

“好想法即刻得到反馈，老字号很需要我们这

样的年轻人。”韩雨婷说，实训期间，她和同学们一

起主导了近20件产品的推广创新，几乎所有的“金

点子”都落地了。大学毕业后，她直接进入三阳南

货店，如今已成为最年轻的店长。

韩雨婷，是选择老字号的大学毕业生中的一

个。2017年起，黄浦区“老字号 ·新活力”创新创业

专项行动，跟众多高校合作，学生们以课题组的方

式参与老字号创新研究。老字号公共创业实训基

地让学生们在毕业前获得实践机会，继而正式加

盟老字号或者从事老字号相关研究，实现高质量

就业，获得职业成长。

5年来，黄浦区“老字号·新活力”创新创业专项

行动共建立3家老字号公共创业实训基地，累计发

布167项老字号创新需求，组织171场创新创业活

动，2万余人次参与其中，产生632个创新方案，促成

51个创新合作对接意向。“小字辈成为老字号的新伙

“城市可持续发展 与社会创新”主题论坛上午举行

老字号新活 力吹响“青春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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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指数”已 在全球开展试点应用

两个上海案例入选
2022版《上海手册》

一座城市，商业的繁华与繁荣，若选
一位有资历的代言人，选谁？老字号！
迄今，黄浦区拥有老字号企业共

113家，占上海全市半壁江山；其中，
100岁以上的有28家，300岁以上的有
三家：曹素功、周虎臣和吴良材。今天上
午，2022年“世界城市日”系列活动——
“城市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创新”主题论
坛在上海8号桥园区举行，黄浦区“老字
号新活力”创新创业专项行动案例发
布。岁月打磨品牌，老字号的传承与焕
新，如何吹响“青春号角”？

在2022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开幕式上，2022版《上海

手册》于昨日正式发布。总计有21个国内外优秀案例入选

2022版《上海手册》，其中有2个上海案例，分别为文化篇“建筑

可阅读”案例，经济篇“百年黄浦老字号：城市创业生态的传承

与创新”案例。

>>>“建筑可阅读”
“上海建筑可阅读”案例介绍了上海在推动历史建筑遗产

保护过程中，将上海的老建筑置于整体街区、日常生活场景和

城市发展框架中，用文化的方式激起市民“阅读”和欣赏的兴

趣，从而解决历史文脉接续问题的经验做法。

2017年5月，上海首次提出“建筑是可以阅读的，街区是

适合漫步的，城市是有温度的”。2018年，政府正式启动“ 建

筑可阅读 ”工作，范围涵盖了上海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类建筑，

主要包括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建筑、优秀历史建筑和保留建筑、

现当代建造的地标建筑等三类建筑，包括私家花园洋房、里弄

民居、外滩经典建筑等。

2018年起，“建筑可阅读”从6个中心城区逐步向16个区推

进，一方面让更多老建筑对外开放，允许市民免费进入参观；另

一方面为老建筑专门设计“介绍二维码”，参观者只要用手机扫

一扫，就能通过中英文导览、语音介绍、视频播放、VR互动等方

式，获知建筑背后的故事。至2022年初，开放参观的申城建筑数

量从近百处增至1056处，二维码数量从400余处增至2957处。

“建筑可阅读”案例入围，一方面是其运作理念逐渐被引

入更广泛的城市公共空间治理领域，比如上海推进多年的“一

江一河”重点工程，借鉴了“建筑可阅读”的理念，在滨水区域

的开发建设历程中，一边深入挖掘沿岸历史遗存，一边高度重

视可阅读的历史建筑和现代生活的衔接——在历史遗产中嵌

入新的文化艺术功能。此外，“建筑可阅读”活动逐渐形成了

一个新的文化IP，产生了很大的溢出效应，与旅游产业、创意

产业进行了结合，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黄浦老字号”
在“黄浦老字号”案例中，黄浦区通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

激发老字号的创新活力，给老字号赋予新的使命，让其能够带

动和影响更多新的创业者，让创业带动就业，从而使得整个黄

浦区的创业生态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创新。

2017年5月20日，“老字号 ·新活力”创新创业专项行动在

黄浦区首创首发，旨在以创新激发区内企业、人才、资源的活力

和动力，推动黄浦区经济社会和创新创业工作高质量发展。过

去五年，众多老字号加入行动，发布上百项创新需求，参与的创

业团队不仅涉及上海，也关联到了长三角等中国其他区域，诞

生近千项创新方案，形成了公共创业服务、老字号企业、社会服

务机构、高校和创业组织四方资源交互支持的黄浦区创新创业

新生态系统，构建了独具黄浦特色的内外创新“双循环”模式，

通过创业带动就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创业人才、创业活动、创

业项目落地黄浦，推动了创业型城区和社区的建设。

针对不同创业对象和阶段，黄浦区打造了不同类型的创新

营。起跑营以创智学院学员、高校中职学院学生、意向创业者为

服务对象，开展新媒体达人成长计划、黄浦创智学院文化创意课

程走进豫园老字号，海纳百创——老字号新活力参访、“新国潮·

青春范儿”青年文创评选等一系列活动。成长营以老字号实训

基地为抓手，为创业者提供更广阔的实训空间、更为多元的实训

体验、更为丰富的实训资源。加速营，提速需求对接，并最终促

成老字号企业与创业组织意向成果合作。 本报记者 裘颖琼

■“一江一河”更宜人，苏州河水上航线通航让市民有了

更多角度欣赏两岸风光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建筑可阅读
老字号创新

伴，不光是获得工作机会，更为承载青年创新

创业梦想，收获成长的快乐！”韩雨婷说。

新模式 青春创意有活力
1926年，在虹口区四川北路虬江路，广

东南海人蔡建卿创办了“新雅茶室”，主要

服务对象为虹口一带的粤籍居民。如今，

当年的“新雅茶室”早已变身南京路上大名

鼎鼎的新雅粤菜馆。

近百年间，新雅粤菜馆采用西方烹制手

法融合上海本地口味，独创了完整的新雅海

派粤菜体系。2020年，新雅粤菜馆海派粤

菜荣获“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资深国家级

烹饪大师团队带领一批技艺高超的粤菜厨

师，踏上老字号的新征程。

新起点，新征程。老字号，能够长命百岁，

一个秘诀就在于——突破常规，推陈出新。

老字号，新活力，少不了探索经营新模

式。2019年，邵万生品牌围绕传统糟醉文

化，“无所不糟”，不断试新。泡椒泥螺、蒜香

泥螺、蟹糊、糟卤带鱼、酱汁梭子蟹、醉虾、糟

小鲍鱼——7款新产品应市销售，均为自有

品牌；又推出小量化新包装，设计开发年轻

化文化标贴，深受年轻消费者青睐。

全土，更是从历史底蕴中汲取灵感，将

老字号的“青春创意”推向极致——依托中

国传统节日民俗、节气文化等，推出“八宝

辣酱月饼”“红油酸菜青团”；以历史人文为

底色，推出“礼 ·八宝锦”等酱菜、酱料伴手

礼礼盒；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把酱菜、

酱料作为民俗文化，不断传播，让更多人尤

其是年轻群体品尝酱菜、了解酱菜文化。

239岁的童涵春堂，不断博习创新、悬

壶济世，加快推进中药现代化、产业国际化

进程，当得了网红，守得住经典。

老字号们认定，与时俱进，吸引年轻

人，讲好品牌故事，突显品牌价值，就能永

葆品牌常青！

新视野 大国工匠的使命担当
人才，是最宝贵的第一资源。

所有老字号，都有一个梦想——培养

出大国工匠。大国工匠，流传经典，要有新

视野！

2022年8月5日，第八届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评选结果揭晓：全国共计108位获此

殊荣，上海老凤祥有限公司设计中心主任、

首席设计师黄雯成为上海黄金珠宝首饰行

业唯一上榜的新任大师。

从业26年，黄雯参与香港回归、澳门

回归、世博会纪念章设计，参与APEC、奥运

会国礼设计项目，2018年，黄雯团队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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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国礼。她带领团队获得300余项国内外

专业设计奖项，她本人先后斩获40多项国

内外设计大奖。她继承传统，大胆创新，带

领青年设计团队每年开发新品千余件，获

得设计专利300多项，为国内外3000多地

消费者提供了丰富作品。

黄雯选择老凤祥，因为，能将设计师天

马行空的创意变成作品的能工巧匠，在这

里；一步一个脚印、向大师学习也成为大师

的成长空间，也在这里。迄今，黄浦工匠大

师云集，现有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家，

上海市技能大师工作室3家，上海市首席技

师资助项目15家，黄浦区首席技师资助项

目14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5人，市级21人，区级25人。用最

优秀的中国技艺，打造最美好的中国作品，

做大国工匠，出经典作品——这就是文化自

信，是所有老字号推崇的新境界、新视野！

本报记者 姚丽萍

括民众对城市管理的参与意愿、满意程度

等社会调查内容。既有客观指标，也有民

众心声，更好地反映了“以人为本”的城市

可持续发展价值导向。

首届“上海奖”
将在2023年颁发

大会还发布了“上海奖”和《上海手册》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上海奖”是联合国人

居署主导，中国政府推动设立的国际奖项，

旨在表彰各国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领域取得

突出进步的城市，推进城市可持续性发展，

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全球发展

倡议，加强各国城市之间的联通与合作。

2022年3月30日，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

的2022年执行局第一次会议上，联合国人居

署宣布设立“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

奖”）。根据计划，近期将启动“上海奖”的征

集，首届“上海奖”将在2023年颁发。

《上海手册》
遴选收录全球21个案例
《上海手册》于2011年首次发布，自

2016年以来每年出版年度报告进行修编，

今年已经是第8次修编，现已成为一份落

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新

城市议程》的重要工作文件，成为各国城市

展示可持续发展成果和分享可持续发展经

验的重要平台。

2022版《上海手册》围绕“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本地化”，遴选了来自15个国家和

地区共21个案例。中国有6个案例入围，

分别是成都社区自治、北京百湾家园公租

房、威海精致城市、上海建筑可阅读、黄浦

老字号的传承与创新，以及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等案例。其中，北京

百湾家园公租房案例介绍了北京通过政

府、企业和社会相结合的方式，以开放街

区、立体社区等理念在大都市中心建设大

规模高质量的公租房，使在大城市打拼

的、暂时无力购房的同志通过租房实现

居住梦，推动大城市从“居住排斥”到“居

住吸纳”的经验做法。威海精致城市案

例介绍了山东威海在推动生态环境可持

续发展中，用绿色和温情打造精致城市

的经验做法。

上海市住建委主任姚凯表示，时隔8

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再次回到上

海，意义非凡。上海的探索和实践，是中国

政府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推进新型城

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下一步，上海将持

续推动城市转型发展、绿色发展和高质量

发展，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努力把世界城市日这张饱含

中国特色和海派底蕴的城市名片打造得更

具魅力、更富活力，为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

作出更多的贡献。 本报记者 裘颖琼

时隔8年后，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重回

发源地上海。昨天下午，以“行动，从地方走向全

球”为主题的2022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在

上海正式启幕，开幕式现场发布了全球城市监测

框架——上海应用指数（以下简称“上海指数”）、

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以下简称“上海奖”），以

及2022版《上海手册》等一系列成果。

“上海指数”
在全球多个城市有了样本
“上海指数”由上海工作团队、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中规院团队与联合国人居署共同研发，旨在

对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绩效水平进行科学诊断和

趋势研判，监测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和《新城市议程》，是为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

战略性研判依据的重要工具和国际权威指数。

“上海指数”的指标体系综合考虑经济、社

会、环境等不同领域和包容、安全、韧性和可持续

特点而构建，且具有一定适应性，可根据城市不

同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区位等诸多因素的

不同而进行分级分类的动态优化。

“‘上海指数’从去年有了体系框架，到如今

已经开始在全球多个城市有了样本。”上海市住

建委总工程师刘千伟介绍，如今，在全球，已有

20多个不同规模和类型的城市开展试点应用；在

国内，中国五大城市群的近百个城市已开展试点

应用；在上海，以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五

个新城为试点，开展了新城可持续发展主题指数

的创新应用。此外，“上海指数”也不是一成不变

的，可以不断去调整，完善、更新指标的内容。

“‘上海指数’是将上海智慧、中国方案同国

际标准（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有机结合

起来，与全球城市分享。”“上海指数”研究团队、

同济大学教授诸大建告诉记者，“上海指数”以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基础，研究遴选与

城市的关联性和解释度最强的核心指标，既强调

对城市人口、医疗、教育、交通、就业、投资、贸易、

环境、能耗、财税等不同方面的客观性统计，也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