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挖创作富矿，与时代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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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昨天下午，“黄浦 ·我来赛”

冬季九子趣味运动会暨《老弄堂

里九子的春夏秋冬》插画展活动

在黄浦区九子公园拉开帷幕。

串珠子、掼结子、扯铃子等老弄

堂游戏，让老年人、孩子、年轻人

都能体验上海传统体育游戏的

趣味，并领略到老上海弄堂文化

的韵味。插画展通过细腻的笔

触、丰富的色彩搭配，定格了那

些容易在时光中模糊的游戏画

面和生活片段，让不同年龄段的

人们感受到弄堂的童年时光，唤

起大家内心深处对传统文化的

认同感。

本报记者 周馨 摄影报道

“这一年面临了很多选择，也接

受了很多挑战，唯一不变的还是我

最热爱的体育。”昨天，奥运冠军、中

国好人钟天使在“迎新 ·登高集福”

双子山徒步定向打卡活动上铿锵有

力地道出自己的新年愿望，“2025

向新出发，希望能把运动经验传递

给更多的人。”“新的一年，我希望用

自己的声音，讲好申园故事、浦东故

事、上海故事，当好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播者、践行文明实践的宣传者！”

来自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浦东新世界

实验小学的冯颐朵也在双子山上许

下了新年愿望。

“2025向新出发”上海市“人民

城市 文明风采”迎新主题活动前天

至今天在上海世博文化公园举行，

“迎新 ·登高集福”双子山徒步定向

打卡活动同步鸣笛出发。前天，500

名报名参与“登高集福”的市民从

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大草坪出发，通

过“新年新愿好运达”“流光溢彩迎

新春”“低碳生活新时尚”等互动游

戏完成了“文明打卡”任务，并在双

子山顶分享“冬日英雄榜”精彩瞬

间。昨天，又有200名报名亲子家

庭组的市民参与“登高集福”活

动。“实践荟萃”仪式上，发布了“文

明实践在上海”2024年度优秀合作

伙伴，启动了文明上海“关键小事”

专题宣传，公布了首批“电影之城”

文明实践公益放映空间等。

三天活动期间，27家单位的38

个文明集市摊位，为市民、游客提供

服务，分时段还有传统戏曲演出、街

头艺人表演、移风易俗展演等。在

东游客服务中心还举办了“我们的

节日 ·冬节”主题展。

本报记者 郭剑烽

文艺作品是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城市软

实力、塑造城市文化名片的关键力

量。昨天，本市文艺工作者代表走

进“人民的城市——上海打造人民

城市最佳实践地”主题展，亲身体会

上海在城市建设、社会治理、公共服

务等领域结出的累累硕果，从展览

中汲取灵感、打开作品创作思路，为

人民城市建设添砖加瓦。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步入主题展，一个专题视频呈

现了五年来上海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的阶段性成果与创新实践探索。令

上海作家君天印象最深的，是“人民

城市”理念的首提地——杨浦滨

江。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杨浦

区的老住户，他曾多次漫步杨浦滨

江，见证着昔日的“工业锈带”蝶变

为如今的“生活秀带”。一幕幕场景、

一幅幅图片、一组组数据，让他看到

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

展览一隅，还原了旧改前市中

心旧住房里弄的场景，一部“城市更

新”沪语情景短剧《晒台》正在上演，

吸引了不少文艺工作者观看。爷叔

打开窗户，身体微微探出，与晒台上

的邻居阿姨“嘎讪胡”，从家长里短

到社区动态，老上海弄堂生活的点

点滴滴跃然眼前。60余岁的上海

作家程小莹驻足良久，一幕幕儿时

的回忆涌上心头。“我从小在上海长

大，生活轨迹跨越虹口、杨浦、宝山、

静安，住过石库门，也住过工人新

村，城市居住环境的改变映射出时

代的发展。”他还从展览中捕捉到了

城市发展的“层次感”，“上海的政治

经济生活都呈现出了全新的状态。”

在展览第六篇章的“群众性主题

活动”展板前，上海剧协副主席、中福

会儿童艺术剧院名誉院长蔡金萍与

自己的照片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也经常参与社

区活动。比如，用诵读的形式，跟老

百姓在一起歌颂我们自己的城市，这

也展现了‘人民城市 文明风采’。”

提供更多元化作品
黄浦江上的大桥、四通八达的

轨交，君天亲历了上海交通的变化，

也看着这座城市越来越现代化。展

览中，他格外关注上海基础设施建

设的发展脉络。今年，他着手创作

了以临港新片区两港大道快速化工

程为原型的小说《命运之路》，反映

当代建筑人的精神面貌，预计明年

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是代表‘人民

城市人民建’的方向之一，我希望能

深入基层，体验各行各业的生活，通

过普通人的故事来反映这个时代。”

“人民城市的生活品质，让写作

者拥有了一个创作富矿。”同样作为

文字工作者，程小莹多年的文学创

作基于对上海的认识、体悟与感

受。他的作品中，有反映上海纺织

工人为城市功能转型作出贡献的长

篇小说《女红》，也有反映上海交通

行业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历程的一

系列报告文学，“我们既要有感而

发，也要与时代同频共振，让自己的

内心和时代、生活达成某种平衡。”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京剧

《红色特工》、杂技剧《战上海》……

在展览的第五篇章，一些频频出圈

的经典文艺作品映入眼帘。中国评

协原副主席毛时安感慨颇深：“为实

现人民文艺为人民，上海的文艺工

作者们作出了很多努力。我们要不

断开拓创作题材，提供更多元化的

作品，真正实现文艺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更好地满足上海市民精神文

化生活的需求。”

“上海不仅有繁华的一面，还有

着至纤至悉的民生关怀。”在展览

中，上海作家杨绣丽关注到了这座

城市在建筑保护与生态建设等方

面取得的成果，她计划以诗歌的形

式记录下这座人民城市的发展变

迁，让作品更有表现力，“作为文学

创作者，我们有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通过文学作品来反映这座城市的勃

勃生机。” 本报记者 陈佳琳

本报讯（记者 解敏）记者从

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获悉，外

滩隧道综合整治工程将于12月

24日启动。工程范围南起中山东

二路/东门路，北至海宁路/吴淞路

主线，分为上下两层；本次工程主

要整治内容包括道路、结构防水、

机电及信息工程。施工将于2025

年4月底完工。

施工期间，周边道路交通组织

将相应调整，具体方案如下——施

工分阶段实施：一阶段，黄浦至虹

口方向将于“2024年12月24日至

2025年3月1日，每周二至周五0时

至5时”采取单向封闭施工，禁止

机动车通行。虹口至黄浦方向作

业养护时间不变；二阶段，虹口至

黄浦方向将于“2025年3月1日至

4月30日，每周二至周五0时至5

时”采取单向封闭施工，禁止机动

车通行。黄浦至虹口方向作业养

护时间不变。遇国定节假日、大客

流时段，将停止封闭作业（具体以

发布信息为准）。

警方提醒：驾驶员驾车出行时

合理选择路线，途经施工区域时，

注意施工区域设置的引导、提示等

相关标志信息，确保通行安全。

本市文艺工作者代表从“人民的城市”展中汲取灵感

外滩隧道综合整治工程
将于  月  日启动

老弄堂游戏 趣味格外浓

“2025向新出发”迎新主题活动举行

上双子山登高集福文明打卡

长三角示范区迎来“年度盛

会”。昨天，高水平建设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工作推

进会在江苏苏州吴江区举行，“跨

域一体 ·创享未来”2024年示范区

开发者大会暨全链接大会同步启

幕。支持、参与示范区建设的各方

力量齐聚东太湖畔，见证示范区过

去五年建设成果，共谋共创未来

发展。

因势利导谋未来
持续推进180个重点项目、形

成154项制度创新成果，发布五批

63项公共服务项目清单……示范

区五年的建设成果，在吴江区发改

委党组书记、主任张伟华的感知里，

是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苏州南站、盛

泽站投用，沪苏湖高铁即将投运，互

联互通加速提级，让吴江从“运河时

代”快步迈向“高铁时代”；天更蓝、

水更清、地更绿的生态优势更加显

现，老百姓对环境和美好生活的感

受度不断提升。

“载体好了，需要引进更好的产

业，我们要把生态优势转化成经济

社会发展的优势。”张伟华说，产业

的发展需要更大的资金来推动，推

进大会上正式签约的示范区投资基

金项目，正契合了这一发展需求。

作为国内首个跨行政区域的产业基

金，这一全新的探索，将为未来示范

区产业发展赋能。

发展，不仅需要资金，更需要全

方位的合力。面对新的发展需求，

青吴嘉再次发布包括政府需求、企

业协作、企业能力和中高端人才需

求等四张清单，聚焦数字化转型、绿

色低碳发展、技术联合攻关等关键

领域，发布涵盖483项合作事项和

371个优质岗位的“求贤榜”。

“今年的清单更加聚焦新质生

产力的培育，聚焦示范区重大项

目、重点产业的发展需求，更加贴

近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协同需求。”

示范区执委会营商和产业发展部

部长朱正伟说，为了让这些需求更

具象化，大会首次对重点项目进行

路演，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的展

示，希望吸引更多人才投身示范区

建设。

先行先试创未来
2023年7月，全国首个跨省域

的高新区成立，涵盖青浦、吴江、嘉

善三个园区，构建“一芯引领、两廊

带动、三片协同、多点支撑”的战略

空间布局和产业发展格局，区位优

势得天独厚、新兴产业领域龙头企

业集聚、智能算力资源丰富……这

个“产业基础良好、发展势头强劲”

的跨省域高新区正探索创建国家高

新区，在示范区理事会秘书长、执委

会主任顾军的重磅推介中，发展蓝

图进一步明晰。

“预计到2030年，新一代信息

技术、智能装备、绿色新材料三大

主导产业，将分别形成超过1000

亿元、800亿元、500亿元的规模产

业集群，集聚各类优质企业1200

家以上。”顾军说，跨省域高新区将

着力探索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

区域协同的政策举措，加快构建区

域创新共同体和产业发展共同体，

为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为

长三角乃至全国高质量发展提供

示范。

是“样板间”更是“突破口”。会

上，快递智能装备创新实验室、先进

技术成果长三角转化中心示范区孵

化基地、浙江省数字创意智能系统

与装备重点实验室、示范区法务协

同服务平台揭牌，在各自领域开启

新的探索。

“无人机、无人车等快递智能装

备的应用都面临一些政策的瓶颈，

缺乏统一的标准体系，快递智能装

备创新实验室将尝试在示范区率先

突破，打造一个基本模板，然后在全

行业、全国范围推广。”中通快递集

团副总裁金任群说，展望未来，先进

技术、设备的应用将极大提升整个

供应链的效率，从而助力物流行业

提质降本增效。

本报记者 毛丽君

高水平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推进会在吴江举行

青吴嘉发布企业协作等四张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