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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各部门回应设摊不再“一刀切”
食品安全怎么保障？营商环境与市容市貌怎样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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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起和阿威合个影吧！”

今天上午，在位于上海世博展览馆

的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听

到志愿者的邀请，“童声嘹亮——

新民晚报融媒体小记者成长营”的

小伙伴们环顾四周，“阿威”是谁？

它又在哪里呢？

原来，这是最新的数字交互体

验。看到合影照片，小记者们惊喜

地发现，自己身旁出现了一个戴着

眼镜的卡通人物——世界人工智

能大会的IP形象“威客兄弟”里的

“阿威”。

今天上午，新民晚报小记者探

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感受人工智

能领域的发展成果。经过近一周

来对新闻采写、视频拍摄的系统学

习，孩子们敏锐地寻找兴趣点和关

注点。来自东浩兰生会展集团的

志愿者，结合现场展品介绍了人工

智能的前沿应用。

在百度展台，大家用“文心一

格”创作出了有着自己风格的作

品。“我发现只要我说得更加准确，

作品就会更加符合我的想法。”李

同学说；在科大讯飞展台上，孩子

们对于搭载讯飞星火认知大模型

的AI学习机表现出浓厚兴趣。

大会展区包罗万象，除了各

种人工智能设备，机器人展台也

吸引孩子们驻足。在特斯拉展

台，听到工作人员介绍，眼前这个

1.7米高的“人形机器人”不仅非常

灵巧，而且力大无比，可以单手举

起一台钢琴，不少营员发出“哇”

的惊呼。

“科幻大片里的场景，就在我

们身边！”小记者感叹。“跳个舞

吧”，达闼展台的“小姜”机器人手

臂灵活，卡点精准，给孩子们留下

深刻印象。当了解到展出的外骨

骼机器人可以为残障人士提供帮

助时，小记者们纷纷拍摄记录，希

望把这一信息分享给更多人。

智能汽车也吸引了孩子们的

兴趣。“这辆车能够无人驾驶吗？”

“它是如何避开行人的呢？”……小

记者们一边提问，一边用手中的

相机、平板电脑记录。无人机设

备也让人眼前一亮。“说不定再过

几年，我就可以让无人机给我送

外卖了。”正在读初中一年级的孙

同学说。

一个多小时的参观探营体验，

让孩子们感受到人工智能与学习

生活的密切关系。“未来机器人的

数量会不会超过人类？”“人工智能

还能为我们做些什么？”“对于学生

来说，如何学习才能更好地使用人

工智能？”……今天下午，带着这些

问题，新民晚报小记者将参与世界

人工智能大会青少年人工智能创

新发展论坛，与来自十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青少年一起，聆听两院院

士、高校专家、行业大咖等的专业

分享，共话人工智能技术带给世界

的变化和发展。

本报记者 方翔

科幻大片的场景就在我们身边
新民晚报融媒体小记者探访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上海动物园昨开启今年首场夜游

本报讯（记者
王蔚）上海市教育

考试院昨天下午发

布消息，高考零志

愿批次录取工作于

7月7日完成，近

3000名考生已被大

学录取，考生可登

录上海招考热线网

站查询录取结果。

在今年本市的

零志愿批次招生

中，清华大学设3

个院校专业组，招

生计划26个；北京

大学设2个院校专

业组，招生计划26

个；另有北京大学

医学部也在零志愿

批次开展招生。两

校相关专业组在实

际录取中扩招 2

人，最低录取分均

为618分。两校的

保送生、强基计划

均在零志愿批次开

展招生前完成录

取；高水平运动队、

少年班、英才班等

招生与零志愿招生

同时完成。

根据招考日

程，至7月12日，提前批次和艺体类

甲批次顺序段录取将全部完成，相关

考生可于12日晚查询录取结果。紧

接着就是艺体类甲批次平行段的录

取，7月14日公布录取结果。7月15

日上午9时至下午4时，符合条件的

考生可通过上海招考热线网上填报

本科艺体类乙批次志愿，7月17日

晚上可查询该批次录取结果。7月

22日晚上6时将公布本科普通批次

院校专业组投档分数线，7月26日晚

上查询录取结果。

市教育考试院提醒：已被录取

的考生可以熟悉即将就读的高校情

况，根据专业培养要求做些课程衔

接准备。正在等待录取的考生，务必

随时关注市教育考试院官网和官微

发布，及时掌握相关投档、录取及志

愿填报的信息，不要错过招录关键节

点。成绩不甚理想的考生要调整好

心态，认真关注专科院校的专业设

置情况，提早做好志愿填报规划。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昨晚，

上海动物园2023“动物奇妙夜”拉

开序幕，举办了首场夜游活动。记

者获悉，今年暑期上海动物园共将

举办24场夜游。按参加者的年龄

与家庭结构不同，细分为常规夜游

场、幼童夜游场、成人夜游场和儿童

夜宿场，每种类型的夜游路线和观

赏的动物都略有不同。

待到夜游开始，大小朋友们

一路穿行于灵长区、食肉动物区、

乡土动物区等区域，随着老师的手

电筒灯光，看到了与白天表现截然

不同的动物朋友——树懒的行动

并没有想象中的缓慢，白天昏昏欲

睡的美洲狮和老虎晚上却在场地

中活跃不已，慵懒的薮猫入夜后竟

精神抖擞。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

猴子为争当首领打斗着，原来灵长

类的共同祖先为夜行性动物。

“我们住得很近，经常来动物

园，但从没见过晚上的动物。”一位带

着八岁孩子的妈妈告诉记者。另一

位家长则笑着表示，往年从没抢到过

夜游票，今年幸运地抢到了首场，“也

许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吧”。

继2021年首次试水后，今年动

物园夜游继续开设了3场成人专

场，让没有孩子的“大朋友们”也能

一睹夜晚动物们的风采。今年首

场成人场开售10分钟后，名额就被

秒杀光了，还增加了特别受欢迎的

“灯诱”环节。此外，在今年新增的

“你提问，我回答”环节——参与者

可在后台留言提出问题，园方将从

中挑选出最具研究价值的问题开

题，小朋友可在专家的指导下共同

开展该项课题研究。

大小童分开游 成人专场火爆

■ 游客在上海动物园看到和白天的慵懒完全不同、一到夜晚就“精神抖擞”的雄狮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关于

进一步规范设摊经营活动的指导

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将

于今年8月5日起试行，针对设摊

经营不再“一刀切”。分类分级管

理之后，食品安全如何保障？旨在

优化营商环境的“轻微首违免罚”

与维护市容市貌整洁之间，又将如

何平衡？针对市民关心的种种问

题，昨天，各相关部门给予了解答。

摊贩应登记
并取得健康证明
针对食品安全保障，市市场监

管局网监处副处长谢雷表示：2020

年上海就已制定《上海市食品摊贩

经营管理办法》，明确食品摊贩的管

理要求。

首先是准入管理，食品摊贩经

营前要向所在地的乡、镇政府或街

道办事处提交登记信息，并取得《上

海市食品摊贩临时经营公示卡》。

其次是食品品种管理，不得经

营生食水产品、生鱼片、凉拌菜、色

拉等生食类食品和不经加热处理的

改刀熟食及现榨饮料、现制乳制品

和裱花蛋糕。

第三是过程管理，摊贩应取得

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规范食品

加工操作过程，提供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和要求的餐具、饮具等，确保消

费者食用安全。他表示，市场监管

部门将适时调整监管力量、时段和

频次，加强指导和监督管理。

针对设摊经营场所的秩序管

理，市公安局表示将加强沟通协

作，按照“一点一方案”要求制定

安保预案，加强隐患排查整治，配

足警力做好秩序维护和客流疏导

管控，特别强化对规模性设摊经

营活动相关区域的巡逻防控和驻

点守护。

对无序设摊
加大执法力度
为进一步促进夜间经济发展，

市商务委去年已发布《上海市夜间

经济空间布局和发展行动指引

（2022—2025）》，构建“1+15+X”夜

间经济总体布局。商贸行业管理处

副处长邓金兵今天表示，聚焦“一江

一河”区域，打造浦东富都滨江地

区、黄浦滨江外滩地区、北外滩地

区、苏河湾地区、长寿湾地区等10

个水岸夜生活体验区，以及打造吴

江路-张园-丰盛里地区、五角场-

大学路地区、豫园地区、静安寺地区

等15个地标性夜生活集聚区。

针对如何优化营商环境的议

题，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严永康表

示，前期已经制定《上海市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局关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的若干措施》，对轻微违法行为实行

“首违免罚”。对允许设摊经营的场

所可能延伸出的无序设摊“尾巴”，

会加大执法力度，确保疏导点位的

正常运行。同时，也将积极倡导有

条件的轻餐饮进行外摆位的探索。

宽严相济
共管与自治协力
市绿化管理局副局长朱心军表

示，“《意见》将原有法规中‘不得设

摊’的表述修改为‘不得擅自设摊’，

释放了设摊经营的新空间。同时，人

民一方面需要整洁有序安全美观的

市容环境，一方面也希望城市多些人

情味和生活气息。”他透露，在《意见》

制定过程中，各部门多次深入相关区

域开展调研，累计收到修改意见54

条，采纳46条。同时，也通过各渠道

广泛征集人民建议意见，共汇总165

条建议，有效采纳142条。

市绿化市容局表示，《意见》坚

持“宽严相济”原则，“严”是对擅自

占道经营、跨门营业，严重影响城市

市容市貌、交通出行、公共安全的行

为，持续保持整治力度，依法严禁无

序设摊。“宽”是对于商业网点暂时

不足的、市民确有需求及一些随着

城市发展萌发的新型业态，在符合

管理要求的情况下，给予一定的政

策空间。将把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

管理的好经验好做法借鉴应用到设

摊经营活动管理中。

据悉，本市设摊经营活动历经多

年治理，无序设摊数量从有记录的

2007年4.7万个减少到了2022年的

5759个，涌现一批具有国际范、上海

味、时尚潮的周末限时步行街和创

意市集，包括黄浦区枫泾路，静安区

安义路、茂名北路，长宁区凯田路，

杨浦区大学路，浦东新区富城路等5

条周末限时步行街，及外滩枫径、安

义夜巷、凯田集荟等地标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