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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望千年古刹

龙华寺，沪上又一

商业综合体——上

海龙华会昨天正

式开街。

占地约 10万

平方米的龙华会

汇集了众多首店

品牌的入驻，业态

涵盖了开放空间、

多元美食、咖啡茶

饮、设计师品牌、

青年生活方式、潮

流运动等各个品

类，旨在打造一座

民俗故事、文化碰

撞、青年潮流、绿

色生态兼容的城市

理想街区。

杨建正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元春）昨天下午，上海

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副市长解冬

介绍上海推进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的有关

情况，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上海明年将新增

三项新的国际大赛。

目前上海推进国际一流赛事之都的步伐

明显加快，今年在上海已举办和将举办的国

际国内重大赛事共计121项，其中在10月份

举办的大赛就达19项。国庆长假期间，上海

ATP1000网球大师赛和2023上海超级杯将先

后开赛。

明年，F1中国大奖赛、上海环球马术冠军

赛等大家熟悉的国际赛事都将回归，上马、上

艇、上帆、明日之星系列赛、MAGIC3青少年三

对三篮球赛等自主品牌赛事好戏连台。未来

三年，上海还将举办2024年四大洲花样滑冰

锦标赛、2025年世界赛艇锦标赛、2026年场地

自行车世界锦标赛等多项重大赛事。

上海明年还将新增三大国际性新赛事：

1.奥运会资格系列赛 ·上海站

今年2月，上海正式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申

办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其中一站的比赛（包括

自由式小轮车、滑板、霹雳舞和攀岩等4个项

目），并在6月中旬前按要求完成了所有申办

程序。国际奥委会近日已正式确认，上海将

作为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主办城市之一，比

赛将于2024年5月16日至19日在上海黄浦

滨江举行。

2.国际极限运动嘉年华
上海成功引进国际知名极限运动赛事

“FISE国际极限运动嘉年华”，2024年10月，

FISE世界巡回赛上海站将在滨江西岸举办。

该赛事1997年起源于法国南部城市蒙彼利

埃，这既是极限运动嘉年华，也是众多运动员

心中殿堂级赛事。

3.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
这是上海明年创新举办的一项自主品牌

赛事，拟于2024年9月下旬举办，赛事为期3

天，骑行线路覆盖上海嘉定、松江、青浦、奉

贤、南汇五个新城。

明年新增三大国际性新赛事

上海全力打造全球著名体育城市

“建设人民的城市”陈毅市长办公地旧址主题展落成

  多张照片述说 变迁史

作为今年长三角文旅联盟重点项目和第

三十四届上海旅游节的重点活动，第四届长三

角一体化古镇发展大会昨起在上海市青浦区

朱家角举办。

据统计，仅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录

的长三角古镇就有80个，占全国25%以上。

八家古镇代表在会上进行了古镇文旅融合发

展案例的交流分享。从销声匿迹的蟠龙镇到

开业首月吸引超400万客流的蟠龙天地，这

个再造的江南新古镇已经成了城市微度假的

网红打卡地。2013年，乌镇打造了世界闻名

的乌镇戏剧节，完成了从度假小镇到文化小

镇的迭代升级。在已有千年历史的江苏沙沟

古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渔文化”活动备受

欢迎。而在安徽临涣古镇，茶文化则成了一

道独特的风景线。新鲜出炉的《长三角古镇

热度榜单》显示，过去一年里，春季和暑假是

长三角古镇客流相对高峰，其次是春节长

假。上海的七宝、高桥、朱家角、南翔，江苏的

枫桥、甪直、淳溪、惠山，浙江的塘栖、岩头、西

塘、游埠，安徽的宏村、西递、长临、三河等古镇，

都是出游热门选项。

会上，沪、苏、浙、皖一市三省文化和旅游

部门领导共同签署《长三角古镇一体化高质量

发展朱家角共识》。会议宣布了第五届长三角

一体化古镇发展大会的举办地为安徽省铜陵市

大通镇。创办20多年的上海旅游商品博览会

暨文创集市也首次移师到朱家角课植园举办。

文旅深融合，古镇新体验。长三角古镇

“江南水乡会客厅”的独特意象正在从“施工

图”变成“实景画”，只有在保护传承和活化利

用文化遗产中，人们才真正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触得到历史。本报记者 赵玥

长三角古镇“掌门人”汇聚朱家角聊了啥？

文旅融合，江南古镇不再千镇一面

中午吃饱了吗？

吃得好吗？许多家长

在放学后接到孩子时，

第一个问题往往是关

于午餐的。昨天，上海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

的《上海市爱国卫生与

健康促进条例》中，要

求加强学生营养餐管

理，制定中小学生、婴

幼儿营养餐标准。

虽然目前中小学

营养餐的供应机制各

不相同，有的是学校自

有食堂烧制，有的是送

餐公司提供，但根据

《学生餐营养指南》《营

养与健康学校建设指

南》，其共同点都必须

满足食物种类多样、控

油减盐减糖、清淡等特

点。然而，由于缺乏必

要的营养师配备，许多

餐食并没有真正体现

出“营养”二字。此次

通过的条例明确，学生

餐配送企业和中小学

校、托育机构、幼儿园

应当按照规定配备营

养工作人员，供应符合

中小学生、婴幼儿营养

餐标准的食品。

营养餐优劣的源头是食材质量，

除了一些显性的食材新鲜程度外，农

药残留、瘦肉精、化学调味品等隐性

因素也要考虑。营养餐如何制作，也

要考虑不同年龄层次孩子的需求。

曾经有一份调查显示：小学生剩饭原

因主要是吃不完，初中生、高中生则

为不好吃。一些学校根据学生年龄

层次确定营养餐分量，并将剥壳的盐

水虾等菜式，换成不需要剥壳的炒虾

仁，或者索性多烧没有鱼刺的鱼片、

鱼块，学生剩菜现象就明显减少。

加强营养餐管理，也需要引导学

生科学膳食，养成健康生活方式。现

在一些学生日常外出餐饮时，喝果汁

代替吃水果，吃水果代替吃蔬菜，喜

欢高油高盐的重口味食物，这不仅导

致了中小学生中“小胖墩”增长趋势

明显，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

疾病低龄化问题也在显现，而且对于

学校营养餐的清淡口味不适应，导致

“吃得好”的营养餐，反而让学生“吃

不饱”。

从顶层设计出发，通过科学食

养，让学生吃得营养。同时，学生的

健康成长，要依靠不挑食、不偏食、合

理膳食的良好饮食习惯，这需要家

长、学校、社会持之以恒地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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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江西中路215号，老市府大楼。

这里，是上海市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地，是

新中国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同志的办公地，也

是黄浦区160街坊保护性综合改造项目的核

心建筑。今天，“建设人民的城市”陈毅市长办

公地旧址主题展在此落成。

老照片定格历史瞬间
时光，定格在一个瞬间，一切都仿佛当年

模样。走进陈毅市长办公室，迎面窗前，党旗、

五星红旗分外鲜艳。办公桌椅，均为原物；书

柜中，书籍、笔墨纸砚，错落有致。书柜一角，

两桢照片，格外温馨，那是陈毅和夫人、孩子的

合影。

主题展共展出了80余幅最具代表性的历

史图片，其中包括陈毅长子陈昊苏个人珍藏的

多幅陈毅市长珍贵资料照片；这些照片还原历

史场景，提升展览的特有价值。

主题展共分两层，一层为序厅，二层共有

三个展示空间。

回廊正中区域是本次展览的核心展品——

1950年5月28日，陈毅市长为上海解放一周年

纪念题词“上海人民按自己的意志建设人民的

新上海”的纪念碑。

主展览区“建设人民的城市”共有四个篇

章——“完整保全上海”“建立新生政权”“应对各

种挑战”以及“建设人民城市”，均以珍贵的历史

照片回溯上海在解放初期“万千改天换地手，遂

使沧海变桑田”的历史。其中，定制的六角道具

台展示百年大楼的模型和留存的老物件，感受

历史建筑“重现风貌、重塑功能”的新生。

城市更新传承红色基因
上海老市府大楼（原工部局大楼）始建于

1914年，竣工于1922年。1989年被列为市第

一批优秀历史建筑和市文物保护单位。

黄浦区160街坊保护性综合改造项目，是上

海市城市更新示范项目和外滩第二立面综合改

造率先启动的项目。这个项目由上海地产集团

下属世博土控公司和黄浦区属外滩投资集团合

资成立的外滩老建筑公司负责实施建设，改造后

将成为历史风貌保护、城市更新经典新街区和承

载城市红色记忆的重要文化空间。

“建设人民的城市”陈毅市长办公地旧址主

题展，展示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以陈毅为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战、历经艰难，解放上

海、接管上海、建设上海的难忘历史。今天，黄浦

区委常委会主题教育读书班暨区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会第一时间专程组织参观学习。

10月8日起，“建设人民的城市”陈毅市长

办公地旧址主题展将启动试运营，接受团队预

约，届时将在上海黄浦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参观

预约渠道信息。 本报记者 姚丽萍

人民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