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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带着关于上海的特别回忆，参加“百名

日本大学生看中国 ·上海站”活动的日本大

学生今天将结束旅程、返回日本。

这几天，这些年轻的脸庞上涌动着交流

带来的快乐，他们也在探访这座城市的过程

中留下了精彩故事。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

带着好奇而来，相信更多人则收获了“第一

人视角”带来的真切体验。

六天时间虽然短暂，但透过上海“这扇

窗”，这些年轻人与当代中国的距离已经悄然

走近。当他们回到日本，带着对中国的真实

感知，中日之间将有望搭起

更多交流之桥。

透过上海
感知中国
由中国驻日本大使馆

主办，新民晚报社与日本

东方新报共同承办的“百

名日本大学生看中国 ·上

海站”活动9月1日启幕。

抵沪第一天，日本大学

生们就与上海迷人的夜景不

期而遇。透过一扇窗可以看

到外滩的风景。华灯初上之

时，大家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希望留下这份美丽。

而这座城市的美藏在更多细节里。登

上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眺望迷人的城市

天际线，打卡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感

受慢生活，走进上海越剧院体验非遗文化，

去松江广富林了解上海的历史发展……这

几天，通过精心设计的路线，来自早稻田大

学、庆应大学和中央大学等多所日本知名

大学的学生从多方面近距离感受了上海的

魅力。

通过自己的脚步，去感知一个更为全

面、真实和立体的中国。喜欢中国文化的

吉田彩乃穿上了祖母珍藏的红色旗袍走进

上海；对来自中央大学的加藤美优来说，在

上海越剧院扮演林妹妹的体验成为一份难

忘回忆；第四次到访中国的青山侑树则感

慨于“每次来中国都有新发现”的惊喜。

搭建更多
交流之桥

在上海的这段旅程里，“交流”成为中日

年轻人对话之间的高频词。年轻人之间的

交流是如此重要，中日大学生们也在思考：

每个人可以为中日友好交流，做些什么？

在一些同学看来，重要的是愿意放下陈

旧的刻板印象、勇于打破偏见，看到更加广

阔的世界。某种意义上，在想要了解对方的

时刻，这样的交流甚至不一定需要通过语

言。就像，一杯奶茶可以打开一个关于中日

美食文化交流的话题，一首翻唱的流行歌曲

可以串起两国年轻人共同的回忆。

“日中两国的年轻人，互相握手吧！”

2015年的夏天，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接

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表

示，希望能够建立两国年轻人之间“有来有

往”的友好关系。

而在交流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可以成为

一座桥梁。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更多坚实的

桥梁。 本报记者 吴宇桢

“老旧小区增加停车位”
“中小学生高温天能吹上空
调”“提早早班地铁发车时间
与延后末班地铁结束运行时
间，为上早班、夜班的打工人
提供便利”……近日，2025年
上海市为民办实事立项工作
正式启动，聚焦市民群众急
难愁盼，公开征集意见建议，
并将其作为确定2025年上
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的重要
参考。消息一经发布，众多
市民纷纷留下心声，每一条
意见建议都承载着他们对城
市发展的热切期盼。
民有所呼，必有所应。

2024年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
目共安排10方面、34项（含
43个子项）。截至7月底，累
计已完成投资43.8亿元，占
全年计划67.3%。其中，12
个子项跑出“加速度”，已超
额完成全年计划；9个子项按
下“快进键”，完成率超80%，
进度条不断刷新。
倾听民声、集中民智，才

能更好地服务民生。刚刚过
去的暑假，许多家长都面临
着工作与带娃难以兼顾的困
扰。自2014年起，上海市小
学生爱心暑托班成为上海市
为民办实事项目。今年，上
海市小学生爱心暑托班继续
扩容提质,并通过开设新时
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子女专
班等形式，进一步服务来沪
新市民、一线务工人员及新
业态新就业领域劳动者需
求，为不少家庭切实解决后
顾之忧，彰显了城市温度。
为民办实事，重在行动，

贵在实效。今年，为了进一
步精准响应幼儿家长多元的
托育服务需求，为民办实事
项目的力度持续升温，上海
将新增托额总数的目标从去
年的 5200个提高到 10000

个，其中公办幼儿园托班托
额不少于3000个，社区托育
托额不少于7000个，为有需
求的幼儿家庭提供便捷、安
全、优质的托育服务。如今，
该项目迎来了最新进展——
截至7月底，全市已经新增
4695个公办幼儿园托班托额
和6249个社区托育托额。
公办幼儿园托班已基本完成
入托登记，将于9月逐步入
托。社区托育“宝宝屋”还提
倡“一屋一品”的原则，响应
周边家长的实际需求，提供
多样化的照护服务。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

情。从公交站台适老化改
造、环卫公厕适老化适幼化
改造，到新建社区市民健身
中心、运作“三所联动”纠纷
调解室……民生从来不是抽
象概念，它存在于市民生活

的方方面面。出行是否舒适、如厕是否便利、
健身器材是否齐全、产生了纠纷如何调解
……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小事，关乎市民的
生活品质与幸福指数，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大
事，需要相关部门深入调研市民日常生活中
的实际需求与困难，以“绣花功夫”与务实举
措交出一份份令人满意的民生答卷。
“开门”办实事，以“民声”惠民生。有些

民生工作未必“立竿见影”，为民办实事还需
久久为功。只有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
效于民，不断补齐民生短板，人民城市的幸福
底色才会越来越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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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日本大学生看中国 ·上海站”活动圆满结束

推开一扇“窗”搭建更多“桥”

重启经典活动
今年上海旅游节开幕大巡游如常回

归。来自美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士、

波兰、克罗地亚、智利、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

境外民间艺术表演团，以及来自新疆、西藏、

云南、河南、陕西等兄弟省市和上海头部主

题乐园的表演队伍，将共同组成盛大表演方

队，和20余辆来自不同省市的精美花车组

成巡游队伍，为广大市民游客奉献一场世界

性的视觉文化艺术盛宴。

9月14日晚间，25支表演队伍和25辆

绚丽花车集中亮相南京路步行街，巡游表演

大联动。开幕后至9月27日，参加巡游盛典

的25辆花车将分赴静安大宁、普陀环球港

等本市11个区的主要商圈、街区进行巡游

展示。10月6日晚间，在上海海昌海洋公园

举办旅游节闭幕活动，推出融合烟花燃放、

无人机飞行秀和水幕光影秀等精彩内容的

闭幕表演秀。

导入文化大  
今年旅游节将联动敦煌、黄山等世界知

名文旅资源，汇聚迪士尼、乐高等国际顶级

文旅IP，进一步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国

际知名度，彰显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

站的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影响力。

作为本届上海旅游节的重磅文博活动，

“何以敦煌”敦煌艺术大展将于9月20日亮

相中华艺术宫，大展以“文物+复刻经典洞

窟+壁画彩塑”为形式，从敦煌研究院调集了

195件珍贵文物、6座莫高窟经典洞窟1:1复

制窟及6件价值珍贵的“藏经洞遗书”原件

及其复制品，包括禁止出境文物，以及多件

首次赴沪展出文物，实现观众身临其境地

“在上海，看敦煌”。

上海的文旅企业也充分利用大展契机

推出各类主题产品，推出“一碗人间烟火”

“古镇新发现”“苏州河十二国色”等多个内

涵丰富的文旅新IP，通过多元线路呈现城市

烟火，以特色线路引领深度体验，用缤纷美

景讲述诗意生活，为海内外游客提供在地文

化的海派体验。

文旅普惠民生
今年旅游节将继续秉承“人民大众节

日”的办节宗旨，推出一系列惠民利民举措，

包括组织景区景点门票打折优惠、文旅产品

专题推介、上海旅游节街头艺术展示周等，

满足市民游客对美好生活的多元需求。

今年旅游节将与“首届上海国际光影

节”联动，在重点文博场馆、美术展馆、公共

图书馆分别推出“博物馆奇妙夜”“畅游美术

馆奇妙夜”和“阅见未来奇妙夜”，为市民游

客“夜秀”“夜游”提供新方向。

此外，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了精

心设计的3条CityWalk线路，以海洋、冰

雪、艺术、竞技等年轻元素为主打，更好满足

旅游消费需求，更好展示新片区新魅力。

增加入境旅游市场供给
入境旅游历来是上海旅游业的优势业

态，在全国处在领跑位置。2019年，上海以接

待入境游客近900万人次的成绩，创下了本

市入境旅游的纪录，也创下了全国城市纪录。

去年以来，上海入境旅游呈现出加速复

苏的良好态势。“今年上半年，接待入境游客

超过3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140%。”钟

晓敏介绍，为吸引更多境外游客“乐游上

海”，市文旅局臻选推出120多条入境旅游

精品线路。同时，上海还不断优化入境旅游

服务措施，有效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水平。

这些旅游产品和便利服务，可以让入境游客

充分体验上海的历史文化、发展成就、民俗

风情，不仅展现了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繁

华与活力，更生动反映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和

丰富的文化内涵，必将有力地促进入境旅游

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本报记者 杨玉红

上海旅游节9月  日启幕
推出“夜秀”“夜游”等200项主题游活动

今天上午，在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市
文化和旅游局局长钟晓敏介绍第  届上
海旅游节总体安排和有关文旅促消费系列
举措。    年上海旅游节将于9月  日
至  月6日举办，围绕“走进美好与欢乐”
主题，策划推出八大板块   项主题游活
动和产品，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届难忘的上
海旅游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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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龙探秘》沉浸式探索馆近日在外滩观

光隧道开馆。这座集   人工智能、数字人技

术、裸眼7D、飞行影院、全息剧场、全域交互、

虚实沉浸、化石标本于一体的创新探索馆，让

市民游客体验科技与时尚文化之魅

杨建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