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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上海工匠”名单近日
公布，100名高技能人才榜上有
名。他们在各自领域埋头苦干、精
益求精，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传
奇，成为推动上海城市进步的重要
力量与榜样。
毋庸讳言，在“工匠精神”备受

关注的当下，我们也应当意识到，
当今社会对于工匠价值的认同仍
需不断提升，许多传统观念与偏见
依然有待克服。
不久前，笔者曾经采访了一对

“工匠夫妇”。他们学历不高，但凭
借天赋与努力，夫妻俩从基层打工
者一路奋斗到业内翘楚，如今在上
海落户买房，收入相比刚来上海时
翻了十倍不止。即便如此，他们还
是感受到，工匠的社会认同度不
高。“工作体面比赚钱多少更重要，
这是一些人现在的真实想法。”
在另一场采访中，笔者在沪郊

一家生产“国之重器”的大型制造
型企业，了解到困扰该厂多年的一
个难题：单身汉特别多，男性职工
很难找到对象。原因很多，包括男
女比例严重失调、厂区地处偏远
等，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婚恋市

场上，“技术工人”这一职业身份并
不吃香，报出自己的职业感觉就
“矮了三分”。事实上，这是一家规
模庞大、业务蒸蒸日上的优质企
业，不论是员工收入，还是职业稳
定性，以及发展前景都很有优势。
但在刻板印象面前，对于技术人才
价值认同显然出现了偏差。
父母对子女的择业期许，以及

婚恋市场上的评价定位，是反映社
会职业认同最直观的风向标。按
照陈旧、滞后的社会评价标准，工
匠是“体力劳动者”，哪怕在市场中
得到了充分的激励与回报，在一些
人眼中依然是不够体面、光鲜的职

业。弘扬“工匠精神”，不仅需要经
济层面的物质激励，还需要文化和
社会层面的意义建构。当工匠们
更受尊崇、更有社会地位，甚至成
为一个人人羡慕的职业，自然会吸
引更多年轻人投身其中。
一个充盈“工匠精神”的国家，不

仅更有精气神，也会更有竞争力。畅
通技能成才渠道，让人生出路更加多
元，有助于增强一个社会的活力。在
去年全国两会上，就有政协委员提交
建议，呼吁设立“全国工匠日”，弘扬
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提升全社会对技能型劳动者的价值
认同，通过倡导和引导，让“工匠精

神”成为全社会普遍的文化信仰和价
值追求，不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努力
将手里的活干好。

2016年开始，上海市总工会在
全国率先提出工匠培养选树千人计
划，每年培养选树100名工匠人才，
用10年时间选树1000名“上海工
匠”。8年来，已累计培养选树“上海
工匠”783名、区局（产业、行业）工匠
3000多名，8位高技能人才被推选为
“大国工匠”。此举对于提升工匠价
值认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持续深
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为上海提供
源源不断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昨日，上海市民“家门口的好去

处”阶段成果发布会在闵行区航天

科普基地举行，正式发布了《上海市

民“家门口的好去处”——“人民城

市”的上海文旅实践》白皮书，首次

发布了6条年度推荐线路。

自2020年以来，市文化旅游局

坚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文旅

赋能“15分钟生活圈”，以“深度游、

微旅行、慢生活”为导向，开展了四

批上海市民“家门口的好去处”评选

工作，共评选出205家“家门口的好

去处”，提前实现《上海市“十四五”

时期深化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建设规

划》中提出的“到2025年，上海市民

‘家门口的好去处’达200处”的预

期目标。

发布会上，《上海市民

“家门口的好去处”——“人

民城市”的上海文旅实践》白

皮书正式发布，分析“家门口

的好去处”转化利用城市资

源成效。上海依托承载城市

生活、城市文化的街道、商

圈、公园、建筑，着眼服务和

满足人民需求，实施创新

建设、系统改造、功能叠

加，赋予细微空间多元

功能、多态融合，

“一站式”满足

市民文旅生活需求，凸显出上海都

市的烟火味、人情味、好滋味。黄浦

江、苏州河沿岸创设的服务驿站，多

功能叠加与滨江风情展示相辅相

成，已成为著名的网红打卡点；口袋

公园、特色街区为代表的系统更新，

通过景观营造与设施更新开辟了众

多新型都市活动空间；特色创业园

区及工业厂区的转型升级盘活了闲

置资源，有效将公共艺术、工业遗

存、历史记忆、城市文明等植入市民

生活；以城市公共空间为代表，整合

叠加内容新而特、主客能共享的服

务设施，提升休闲体验、知识获取、

社交互动等综合功能，有效满足市

民游客多样化需求。

“四年来，市文旅局坚持文旅深

度融合，让文化赋能城市街道、公

园、建筑、里弄，让家门口演艺新空

间、人文新景观、休闲好去处‘活’起

来，成为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新

质生产力。”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资

源开发处处长徐军介绍，205处“家

门口的好去处”中，“人文体验”类占

比 29.3%，“生活社区”类占比

11.2%，“特色街区”类占比6.8%，

“新型商区”类占比4.9%，“创意园

区”类占比10.7%，“工业厂区”类占

比4.4%，“便民服务”类占比16.1%，

“生态绿地”类占比16.6%，遍布16

个区的各个街镇，有效赋能城市“15

分钟生活圈”建设。

市民游客在发现、体验“家门口

的好去处”中，走出了很多精彩纷呈

的深度体验线路。发布会上，市文

化旅游局从中精选“漫步滨江东岸，

发现多样风景”“在杨浦滨江，感受

人民城市暖意”“悠游苏河水岸，穿

越百年时光”“赏曼妙街景，梧桐深

处‘最’上海”“经典遇见时尚，

寻访海派文化”“人气

潮流云集，一起去逛

逛”6条年度推荐线路，

带领更多市民游

客在休闲中追溯

传承城市文脉，

领略城市的

创新、活力和

温度。

未来，市文

化旅游局将继续

打造“家门口的

好去处”上海文旅实

践的金字招牌，坚持抓

好数量和质量、“准入”

和“退出”，让市民游客

充分感受上海的城市活力

和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上海这座

令人向往、让人流连忘返的城市。

本报记者 杨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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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漫步滨江东岸，发现多样风景”
主题线路   浦东滨江望江驿

和船厂    、融书房等新老建筑空

间，带你领略不同的东岸风景。

2“在杨浦滨江，感受人民城市暖
意”主题线路   杨树浦驿站秦

皇岛路码头党群服务站、杨树浦电

厂遗迹公园、皂梦空间、复兴岛公园

等点位，经历了“工业锈带”到“生活

秀带”的蝶变，书写着“人民城市”的

幸福生活。

3“悠游苏河水岸，穿越百年时光”主
题线路   让我们可以沿着苏州河

漫步，欣赏苏州河工业文明展示馆、中山

公园码头+梧桐广场、创享塔、最美河畔会

客厅等绘就的苏州河版“清明上河图”。

4“赏曼妙街景，梧桐深处‘最’上海”
主题线路   我们走过武康大楼

源点广场、衡山花园、“丽波 · 水漾”口袋

公园、  梧桐院、海派连环画传承馆、嘉

澜庭……梧桐深处，有故事、有人文、更

有温度。

5“经典遇见时尚，寻访海派文化”主题
线路   通过淮海中路街道新天地商

圈党群服务站、遇见 · 南昌路、思南书局诗

歌店、西王花园弄堂博物馆、张园 · 丰盛里、

陕西北路展示中心等“道路+”点位，让我们

在不经意的一个路口或者转角，都有可能

邂逅名人的印记。

6“人气潮流云集，一起去逛逛”主题线路
   上海阿拉城、光的空间 · 新华书店、

上海万象城—有街、井亭天地首尔夜市等，让

你一站式搞定吃喝玩乐、遛娃遛宠、时尚购物。

多元功能
多态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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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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