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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为上海文旅  加“邮”
方 翔

新民眼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中国
2024亚洲国际集邮展览落下帷
幕。与以往的大型国际性邮展相
比，这次邮展各地邮政结合特色景
点和二次元，打造出不少特色文旅
IP，吸引了很多年轻观众的目光。
现在，绝大多数人都不写信也

不用邮票了，邮展还有人看吗？邮
展之前，不少人对此表示担忧。但
观展情况有点出人意料，不仅人数
很多，而且年轻观众特别是青少年
观众占比很高。不少省市的邮政

企业纷纷拿出绝招，如黑龙江中央
大街主题邮局、甘肃敦煌主题邮局
都吸引了很多人前来打卡、盖戳；
四川邮政请来网红博主“森林土橘
猫”与二次元爱好者合影。各地邮
政企业积极与当地文旅部门合作，
联合主办文化活动、开发旅游特色
明信片等，将邮政、旅游服务紧密
结合，不断推出文旅融合新产品。
文旅融合发展，是旅游业发展

壮大的重要抓手，是拉动经济发展
的重要动力，邮政在文旅融合中可
以发挥多方面作用。比如，主题邮
局的建设与运营、文创产品的开
发、数字化转型与线上营销、跨界

合作与品牌建设以及提供便捷寄
递服务等。邮政企业不仅丰富了
文旅融合的内涵和外延，也为文化
和旅游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这次亚洲邮展上，上海武康大
楼主题邮局展区服务人员身穿旗
袍，凸显上海特色；现场限量发售
的东方明珠、武康大楼叠色戳明信
片，上海风光异形明信片等，也都
是很受欢迎的独特IP。
文化创意产业以其独特的魅

力和创新能力，成为推动城市旅游
发展的重要力量。文化和旅游怎
样融合，融合的空间和场景又是怎
样的？从此次邮展的亮点来看，邮

政无疑可以发挥“黏合剂”的作用，
像许多景点推出的打卡服务，最早
就源于各种特色纪念邮戳。邮政
企业结合文化资源，开发具有地方
特色的文创产品，如明信片、邮票、
信封、邮戳等，不仅具有实用价值，
还承载着当地的历史文化和风土
人情，是很吸引人的旅游纪念品，
“行万里路，盖千枚戳”已成为越来
越多人出行的乐趣之一。
为上海文旅精品IP加“邮”，

需要打破传统思维。今年上海涌
现了众多文旅精品IP，像上海博物
馆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
展”“何以敦煌”艺术大展，以及

CHINAJOY等精彩纷呈的活动，从
文化、体育、娱乐等方面丰富文旅
供给，满足不同观众需求。
以“邮”促“游”，“邮”旅融

合。邮政部门可借邮展“东风”，
引入各地好的做法，通过集戳打
卡、数智体验区、寄给未来的信等
创新服务模式，特别加入年轻人
喜欢的国风、二次元等元素，增加
更多可参与、可体验、可观赏的内
容，打造特色文旅IP相互赋能，促
进文旅同频共振，培育新场景、新
业态，让更多游客发现上海的无
限魅力，感受这座城市的历史底
蕴与现代活力。

我有“养老幸福圈”
今年69岁的季秋兰自称“新松

江人”：“以前我们住在虹口区天水

路，一家7口人挤一间老房，每天去

公厕排队倒马桶，苦不堪言。五年

前，老房动迁征收，我毫不犹豫选

择佘北大居一套80多平方米的新

房，两室一厅，南北通透，实现‘入

住电梯房养老’的梦想。”

入住大居，季秋兰亲眼见证了

周边配套设施“从无到有，从有到

优”。如今，社区周边马路有健身

步道和骑行道；沿着贡嘎山路向南

走十分钟，便是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再往前走400米，有社区食堂和

农贸市场。“步行15分钟内就有我

们养老需要的所有场馆设施，这里

真的很宜居，我回虹口和老街坊聚

会也特别自豪：‘搬来大居生活没

有错！我有养老幸福圈’。”

“目前，佘北大居已建成住宅

地块38幅，导入居住人口约7万。”

佘北社区党委副书记张友顺介绍，

排摸发现60岁以上老人在大居占比

较高，因此加快打造“15分钟幸福生

活圈”，让他们在社区养老无忧。

“居家养老，老人非常关注医

疗服务。”佘山镇第二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院长刘铭说，中心2020年5

月31日开诊，设有全科医疗科、外

科、妇科、口腔科、中医科、康复科

等，可以开展医学检验、影像、超

声、心电图诊断等项目。今年8月，

小手术室投入使用，已开展门诊

小手术47例。同时与上海交通大

学附属松江医院、泗泾医院、方塔

中医医院签订区域紧密型联合

体，聘请19名专家轮流坐诊，居民

不出社区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

务。今年起中心推出延时门诊，周

一至周五中午不休息，下午下班再

延后半小时。

社区食堂很“智慧”
在佘北大居，一到饭点居民会

结伴去九川泾农贸市场。原来，这

里二楼有家智慧食堂——佘北社

区食堂。昨天中午12时，记者走进

这个食堂，只见大厅中央的取餐区

放着30多种菜品，就餐者只要选好

餐盘放在智慧秤上，就能看到分量

和价格：一勺双菇炒面筋，84克，3.7

元；一块葱烤大排，62克，6.2元；一

条熏黄鱼，91克，10.19元；一勺米

饭，117克，0.82元，共计20.91元。

“开业前，我们调研发现大多

数社区食堂都采用打菜制，分量固

定，吃不完容易浪费。”食堂负责人

孙宇华告诉记者，这家食堂是上海

首家智慧社区食堂，居民注册充值

后，只要“刷脸”就可取餐支付；吃

多少取多少，餐食称重计价，鼓励

光盘；智慧秤将每一份菜品的分量

存在系统内，自动生成参考信息。

比如，吃了什么菜品、摄入多少热

量、需要多大运动量可以消耗。“我

们每天接待就餐者超过1000人次，

还有不少慕名而来的体验者。”

“儿子每天中午推着我来社区

食堂吃饭，两个人一顿40元左右，

清淡又美味。”84岁的夏阿婆说，他

们吃好午饭会去一楼逛菜场，买点

豆腐、青菜带回家。“午饭吃好，晚

饭可以简单点。”

菜场所有商户都统一配有智

慧秤，屏幕可显示营业执照和菜

价等信息。商户的经营信息也会

实时传输到后台，与相关管理部

门的系统对接。智慧秤可以打印

带有二维码的购物小票，方便居

民产品溯源。

每天都在“微度假”
为了补齐大居配套最重要的

一块短板，今年6月底，佘山镇首个

社区商业综合体旭辉里开业，让附

近居民有了一个集餐饮、购物、休

闲、娱乐、文化于一体的一站式消

费场所。

“佘北大居地段非常好，紧邻

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是一个度假

目的地。”临港集团旗下佘山星辰

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怡群说，为

此，旭辉里打造了一个融入佘山自

然元素与文旅特色的“微度假”街

区：一条美食街，引入聚炉欢老北

京涮羊肉、潮品全牛、必胜客、麦当

劳、肯德基、喜茶、茶百道等连锁品

牌；一个大型商超，满足居民日常

生活的所有购物需求；一个Mall

（商场），包含餐饮、零售、教培等业

态。明年上半年，有一家电影院会

开张。未来，还将在这里建一家经

济型酒店。

“我在这里生活了60多年，没

想到能实现‘逛商场自由’。”家住

附近的村民李惠萍很开心，以前儿

子节假日才有空开车带她进城逛

商场。现在，她骑车5分钟就能到

旭辉里逛商店，老闹猛的！

“旭辉里开业后，佘北大居秒

变佘北新城，我们每天都在‘微度

假’。”季秋兰笑着说，如今，每个周

末女儿女婿都会来陪他们，一起享

受“微度假”的幸福生活。

市房管局住房建设监管处处

长冯钢花表示，自2021年起滚动实

施的两轮大居配套三年行动计划，

已安排并逐渐落实绿化、交通、教

育、养老、卫生、商业、社区服务、文

化体育八大类配套设施建设、开办

任务900余项，大居居住品质和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来，看看阿拉“搬进大居的幸福生活”

昨天上午  时许，家住
松江佘北家园凤尾苑的季秋
兰先是步行  分钟到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就医，看好病步行
5分钟去社区食堂吃饭，吃完
饭在农贸市场买点菜回家。
“出门两小时，看病、吃饭、买
菜统统搞定，老便当嗰。”

自    年以来，上海共
进行了三批次  个大型居住
社区（以下简称“大居”）规划
选址，规划新增住房建筑面积
约    万平方米，人口规模
约   万人。截至目前，已有
  个大居启动建设，累计住房
建筑面积约    万平方米，
导入人口约   万。其中，  
个大居已基本建成，市政公建
配套设施相对完善，社区基本
成熟。宝山顾村、嘉定江桥、
闵行旗忠、浦东周浦等大居已
成为区域中心地区，为本市重
大工程和城市更新提供征收
安置房源、解决住房困难家庭
的住房供应问题、改善居民居
住条件起到了关键作用。

本报记者 杨玉红

申城三批次39个大型居住社区吸引超200万人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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