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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上海市景观照明规划（    —    年）》出台

绿色低碳,打造申城夜景旅游新  

本报讯（记者 王蔚）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

的“AI赋能下的未来药学产学研发展论坛暨华

东师范大学药学学科发展大会”，昨天下午在闵

行区大零号湾举行。会上发布了“数智岐黄”中

医药大模型，为AI技术赋能未来药学发展开辟

了新路。

在AI浪潮席卷全球的时代，作为创新驱动

产业和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生物医药，是AI

落地的重要应用场景。“数智岐黄”中医药大模

型由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华东理工

大学、海军军医大学、临港实验室、华润江中现

代中药全国重点实验室联合开发。它以《黄帝

内经》《伤寒杂病论》等著名中医典籍及1000多

本古籍和中医药文献为核心数据基础，以高质

量中医药知识图谱为知识宝库（涵盖超过8万

种方剂，超过2000种证候，超过9000种中药材，

超过4万种中药成分，超过1.8万种靶点，超过

2000种疾病），采用预训练和微调并结合检索增

强生成和插件调用等技术，通过方剂推荐、中药

性质解读（包括性味归经、功效与应用、药物组

成、炮制方法等）、证候辅助诊断，实现了中医药

领域知识智能问答、健康咨询、中医药知识图谱

动态交互三大核心功能，将很好地助力中医药

创新研究和人才培养、临床辅助诊疗和中医养

生保健，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大校长钱旭红表

示，当前以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

术在药学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去年5月，

华东师范大学与临港实验室签订协议共建华东

师大药学院，聘请临港实验室副主任李洪林教

授为首任院长。与传统药学学科不同的是，华东师大药学学

科从建设初始就把目标放在复合型药学人才培养上。依托学

校药学、计算机科学等强势学科优势，结合临港实验室的创新

药物研究实力，重点发展人工智能药物设计等前沿技术和方

向，通过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推进药物研究的产业转化。

“整理一个家，就是整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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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洁癖”的郭振华成了一名好口碑家居整理师

上午9时，38岁的整理师郭振华穿

戴整齐，斜挎着一个塞满各类收纳用具

的黑色挎包，敲开了一家别墅的门。别

墅二楼主卧衣帽间里的L形衣柜是他今

天的“战场”。面对近千件衣物，郭振华

没有手忙脚乱，先是按裤子、毛衣、衬衣、

外套、短袖、卫衣、贴身衣物与配饰分门

别类，再一一细分，最后是结合当季衣物

与客户需求规划区域、悬挂叠衣。

经过8小时的“战斗”，毛衣、卫衣、

居家服等秩序井然地搬进了“新家”，衣

柜内的衬衫、外套等由浅至深、由短至长

地陈列整齐。一眼望去，整洁精简、实用

性佳，如同施展了一场整理的“魔法”。

因“洁癖”入门
郭振华是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成为整理师前，他的人生经历丰富多

彩，“我当过3年兵，在快递公司处理过

包裹业务，做了7年的汽车销售，还开

过3年滴滴豪华车。”

辗转多份工作，收入低、压力大成

为常态，郭振华始终找不到自己的心之

所向。2021年，在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

方向时，妻子替他仔细分析性格优势，

再搜寻相匹配的工作——“整理师”这

一职业第一次“撞”入了郭振华的视野。

“我有‘洁癖’和‘强迫症’，这一行

很适合我。”每次回到家，郭振华做的第

一件事永远是洗手，换好居家服后才坐

下。每天，郭振华都会花一小时打扫卫

生、清洁地板，连拖鞋鞋底都要一尘不

染。放在柜子里的生活用品，也必须统

一方向、排列整齐。下定决心尝试后，

郭振华报名了一家机构开设的整理培

训班，经历了第一次上门整理，“我和另

外5位学员负责整理一间10平方米左

右的儿童房。”一开始，郭振华也没有头

绪，只是按照经验将物品分类、摆放整

齐，却意外地收获了不错的反馈，他坚

定了成为一名“整理师”的心。

为了积累更多经验，郭振华与其他

学员一起“公益整理”，作为整理师行业

鲜有的“男丁”，他时常接到师姐们的邀

约，做她们的助手。久而久之，郭振华

的好口碑口口相传，业务也纷至沓来。

做喜欢的事
从业近3年，郭振华已服务过上百

个家庭。不论是装修精致、带花园的4

层别墅，或是约50平方米的老旧公房，

他都认真对待、仔细整理。每次接单，郭

振华都会上门预采，深入了解客户需求与

生活习惯，提前量好尺寸、定制方案，并告

知他们需添置的收纳用具。上门时，郭振

华都是一身上白下黑的搭配，口罩、鞋套、

手套一应俱全，还会按经验携带垃圾袋、

自封袋、皮筋等辅助性用品。

“我们整理的是人、物品和空间三

者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以人为核

心。”令郭振华印象最深的一个案例，是

一户特殊家庭，5口人住在一间52平方

米的老旧公房里，爸爸、妈妈和外婆都

是听语残疾人，只有11岁的女儿小妍

和正在牙牙学语的儿子能说话。昏暗

的家里四处堆叠着上千件衣物、30年

“陈酿”的被子、123块肥皂、26把椅子、

66个水杯，还有不计其数的袋子，“一家

人几乎没有可以共处的空间，连过道都

要侧着身才能走过。”

这次整理出动了8人团队分工协

作。郭振华和一位师姐负责整理小妍的

房间。床是上下铺，上铺堆满了杂物，

小妍只能每天和外婆挤在下铺睡觉。

郭振华将上铺清理干净，将其打造成了

小妍的专属空间，床头还摆放了五六只

可爱的玩偶。历时6天，整个家终于焕

然一新，更打开了一家人彼此交流的心

扉，“整理一个家，就是整理生活。”

双向的改变
对于郭振华而言，这份工作不仅改

变了他人的生活，更改变了他自己。作

为整理师，郭振华的订单通常以团队形式

完成，每人每小时收费150—200元。忙

起来一个月会有七八个订单，20天都在

上班。清闲时，郭振华喜欢在家陪家人，

还会教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整理房

间。他早已放平心态：“客户总会有的。”

郭振华观察到，许多客户家里的收

纳空间较小，东西却不少。很多年轻男

性客户家里，潮牌鞋堆满地面。有时，

客户甚至不记得自己买过什么，又放在

了哪里，“我曾整理出十几把剪刀，还从

柜子里翻出过5万元现金。”

渐渐地，郭振华开始反思以往的购

物习惯，“以前每个月总要买衣服，也追

求过花里胡哨的打扮。现在，要么白要

么黑，舒服就好。”如今，他只有4双鞋

——一双夏天穿的拖鞋，两双白色运动

鞋，一双黑色皮鞋，“我想在有限的空间

里留下自己最喜欢、最用得上的东西。”

对于一个“洁癖”而言，整理师这份

工作还带来了更重大的改变，家里又添

新成员——一只布偶猫。“儿子喜欢猫，

但理解我有‘洁癖’，说以后长大了要自

己养只猫。”成为整理师后，郭振华没少

出入养宠物的家庭，他意识到，只要勤

加打扫，养猫并非不能接受。相比于环

境的整洁，郭振华发现，儿子和猫咪玩

耍时绽开的笑颜，才是一个家应该有的

模样。 本报见习记者 陈佳琳

以高标准要求打造高品质景观，促进景

观照明绿色低碳发展，打造上海夜景旅游新

IP。《上海市景观照明规划（2024—2035年）》

（以下简称《规划》）已于近期编制完成，要求

进一步提升景观照明规划建设管理水平，展

示“典雅精致、温馨舒适、繁华时尚、流光溢

彩”的“不夜城”形象。据悉，这是国内首部

对景观照明碳计量和碳减排提出明确任务

的规划。

划定3个核心区域
《规划》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产业融

合发展、绿色低碳、精细管控等多方面具有创

新性和引领性。积极对接商业、旅游、文化、

体育、会展等相关规划，以“一江一河”滨水公

共空间以及公共文化设施、体育场馆、大型会

展中心、主要旅游景区等为主要载体。同时，

《规划》明确了核心区域、重要区域、禁设区域

和其他区域，合理划定四至范围；明确常态、

节假日、重大活动三种照明模式；建立景观照

明控制指标体系。

上海景观照明总体布局为“一城多‘新’，

五带多点”。“一城”指主城区，“多‘新’”指五

个新城及崇明城桥、金山城区。“五带”指黄浦

江沿岸、苏州河沿岸、延安高架—世纪大道沿

线、内环高架沿线、南北高架沿线；“多点”指

公共活动中心、主城副中心、新城中心，重要

商圈、商业街区以及公共文化设施、主要旅游

景区、重要交通枢纽、产业园区节点等。《规

划》划定了外滩、小陆家嘴、北外滩3个核心区

域，及58个重要区域。

助力夜经济繁荣
《规划》明确要助力夜经济繁荣，创新提

出推动景观照明、户外广告招牌等视觉元素

融合设计、支持特色商业活动临时照明等措

施。推动新理念、新创意、新技术、新产品的

应用，注重在设计作品、设计方案中厚植城市

精神、彰显城市品格。同时，要创办“上海国

际光影节”，以光影艺术为载体，体现上海元

素、中国特色，展示景观照明新型艺术装置，

展演主题光影秀。举办产业高新技术成果博

览会，推动上海景观照明产业发展。

同时，《规划》提出点亮“15分钟社区生活

圈”，提升建成区绿道、口袋公园、广场、综合

性公园等开放空间照明，对功能照明和景观

照明融合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塑造“海派

历史风貌夜景”，保护历史建筑、风貌街区、革

命遗址、工业遗存等传统风貌，塑造精致典雅

的特色夜景，传承“最上海”的城市文脉。打

造“世界著名夜游城市”，结合红色文化旅游

体系、“一江一河”水上旅游体系等，推进沿线

景观照明设计、建设、运行及更新。

在绿色低碳方面，《规划》明确推进“全生

命周期管理”，在规划、设计、建设、运维、回收

等各阶段体现高效节能、环保、安全、舒适原

则，注重以人为本。加强智慧照明控制，建立

数字化智慧照明管控系统。促进节能降碳增

效，基本建立景观照明全生命周期的能耗和

碳排放约束机制，制定景观照明碳排放统计

制度，开发景观照明碳排放计算工具。

分步完成建设任务
《规划》提出，到2027年，景观照明建成率

核心区域达到80%以上，重要区域达到60%

以上，节能灯具使用率达到98%以上，集中控

制纳控率达到95%以上。到2035年，景观照

明建成率核心区域达到95%以上，重要区域

达到80%以上，实现景观照明碳达峰。

同时，到2027年，持续提升黄浦江、苏州

河沿岸景观照明品质，将徐汇滨江、浦东前滩

和后滩区域打造成为新地标，全面建成“一环

两高架”景观照明，基本完成“五个新城”重要

区域的景观照明建设，建成市、区集中控制系

统。到2035年，扎实推进黄浦江沿岸外滩等

更新改造、苏州河沿岸更新改造和黄浦江沿

岸、苏州河沿岸延伸建设区段的景观照明建

设，建成“五个新城”中心区、金山城区以及崇

明城桥中心区域的景观照明，同步建设交通

枢纽的景观照明。 本报记者 金旻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