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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海市旅游资源开发质量评定委

员会公布最新一批市级旅游休闲街区名单，

大学路街区、莫干山路特色街区、美兰湖小镇

街区、南翔双塔旅游休闲街区、州桥老街旅游

休闲街区和西云楼文化休闲街区等6处各具

特色的街区上榜。

● 大学路街区 位于杨浦五角场的大学
路街区，用700米的风情主干道串联起高校、

社区与科创园区，构建出“城在校园中，校在

城市里”的共生生态。这里不仅是首店经济

的试验田，更通过跨界餐饮、体验零售等新业

态，打造出Z世代的社交能量场。每年超300

场文化创意活动在此上演：KIC知识艺术节

让思想碰撞火花，YEAHH PARK运动社群

点燃活力，MEETULAB公共创新实验室孵化

创意，创智农园则将田园诗意带入都市。

● 莫干山路特色街区 毗邻苏州河“第

一湾”的莫干山路特色街区，凭借M50创意

园成为沪上当代艺术的策源地。这里既有传

统非遗工坊的匠心传承，又有手工文创市集

的潮趣体验，更有“半马苏河”文化旅游节、苏

州河半程马拉松等品牌活动。当夜幕降临，

千树文旅市集的灯光倒映在苏州河上，与

M50当代艺术周的先锋展览相映成趣。

● 美兰湖小镇街区 位于宝山的美兰湖

小镇，以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馆为文化地标，

引入“读者”书店、大隐书局等文化空间，打造

出书香氤氲的诗意栖居地。每年举办的露营

音乐季、罗店龙船文化节等活动，将艺术展

览、户外运动与民俗文化巧妙融合。漫步于

欧陆风情的建筑群间，或是泛舟美兰湖上，都

能感受到市郊慢生活的独特魅力。

● 南翔双塔旅游休闲街区 以南翔双塔
为中心，拥有云翔寺、檀园等千年古迹，更通

过“小笼文化展”“国潮大会”等活动，让非遗

技艺与现代消费激情碰撞。当游客在百年古

寺聆听晨钟暮鼓，转身又能在时尚咖啡馆享

受午后时光。

● 嘉定州桥老街旅游休闲街区 以“一

河两街三桥”的江南水乡格局为基底，通过改

造本土大宅与徽派民居，打造出茶文化主题

街区。这里既有传统茶肆的雅致韵味，又有

“青蓝季”“塔南小集”等文商旅融合活动。游

客听着评弹声声，品着香茗袅袅，仿佛穿越回

“教化嘉定”的人文盛景。

● 西云楼文化休闲街区 作为环远香湖
文化带的重要节点，以ArtDeco建筑风格与

复古装饰营造出独特的海派风情。这里不仅

有“我嘉讲坛”等文化品牌，更通过国际珠宝

展、非遗手作体验等活动，展现海派文化的包

容与创新。当夕阳余晖洒在西云河上，两岸

的历史建筑与现代商业完美融合，演绎着上

海这座城市永不褪色的风情。

这六大市级旅游休闲街区，既是城市文

化记忆的载体，也是现代消费场景的创新样

本。它们以不同的文化基因与创新表达，共

同构建起上海“主客共享”的文旅新生态。无

论是追寻历史文脉，还是体验潮流生活，这些

街区都将为游客提供别具一格的城市微度假

体验。 本报记者 杨玉红

六大文旅新地标公布
市级旅游休闲街区成为申城市民微度假新场景

全国政协委员丁光宏：将专业深度与民生痛点织成履职图谱

扎根基层调研 精选提案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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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科学家缜密思维与人文关怀的

丁光宏委员，在“较真”中践行履职哲学，

在宏观政策与微观民生间精准“把脉”，

既要打通科技创新的“主动脉”，又需疏

通治理体系的“微循环”。从   中医到

职教改革，他履职的每个切口都投射着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思考。这种“顶

天立地”的履职，正诠释着政协委员的双

重使命——做专业领域的守望者与民生

痛点的解码器。 解敏

探索协商新路径

日前，上海宣布2025年
新建200个“家+书屋”家庭教
育新空间，打造家庭教育的校
外课堂、协同育人的交流平台
和亲子成长的加油站。该项
目已被纳入上海市为民办实
事项目，或许也将成为破解超
大城市家庭教育资源分布不
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的
又一创新实践。
人们常说，家庭是孩子的

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
一位教师。“双减”之后，教育
格局正悄然发生变化。家庭、
学校、社会如何分工配合、协
同育人，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
的一道考题。尤其在上海这
样一个拥有2400万人口的超
大城市，家庭教育长期面临教
育资源分布不均、代际沟通疏
离，以及公共文化服务与家庭
实际需求错位的多重矛盾。
当商业教育机构在城市

中心地带密集布局，年轻的父
母在育儿焦虑中疲于奔命；当
社区文化活动可能陷于“展板
宣传+节日汇演”的传统模
式；“家+书屋”的出现恰似一
场及时雨。它通过渐进式的
资源整合，将散落在城市各个
角落的教育要素编织成网。
在奉贤，书屋可以嵌入艺

术稻田与生态科普长廊，让城
乡家庭共享“可读可耕”的文
化体验；在杨浦绿瓦体育书
店，运动与心理健康特色书
屋，让温暖有爱的亲子互动成
为日常；1927·鲁迅与内山纪
念书局除了是网红打卡地，也
可以成为供快递小哥暂歇的
温暖空间，提供一杯祛寒暖
茶、安置一处歇脚椅凳、共享
一本家庭成长书籍。数字化平
台接入，线上预约系统通过算
法匹配家庭需求，云端资源共
享打破地理区隔，AI教育顾问
提供个性化服务支撑……这
些实践或许尚未成型，这些探
索未必尽善尽美，但跨界融合
的思路，已勾勒出教育生态优
化的另一种可能。“家+书屋”
作为协同育人平台，通过引入
出版社、文化机构、高校智库
等，不断丰富教育的形态。当
教育不再仅仅是家庭和学校的
责任，而成为社会共同责任时，
协同育人便有了更好的诠释。
许多家长抱怨孩子“玻璃

心”，却未意识到他们承受着
更大的学习压力与更高的精神需求。不恰
当的家庭教育方式，往往让孩子的情感出
口越来越少。在与短视频争夺注意力的时
代，“家+书屋”的“加油站”定位，将亲子互
动转化为可持续的习惯。书架高度的儿童
友好设计，将选书权交还孩子；15分钟亲
子共读，帮助职场父母建立有效陪伴；隔代
教育沙龙，让祖辈的“育儿经”更科学。这
些功能看似琐碎，但书屋通过场景营造，让
父母重新发现孩子的闪光点，或许比任何
教育理论更能修复家庭的情感纽带。
不容忽视的是，项目的可持续性才是为

民办实事的关键。正如一些下沉到基层的
服务全面铺开后，有时会遭遇“重建设轻运
营”的情况，“家+书屋”同样需要避免这样的
尴尬。200个书屋如何更科学、有序地嵌入
城市角落，尤其作为为民办实事项目，应尽
早纳入规划，明确场地、资金、人才和相关保
障机制。其真正挑战不在于完成既定的数
量指标，而在于能否激活家庭教育新的创造
潜能，成为超大城市破解教育治理难题的一
把钥匙，为协同育人提供更多可能性。

乔治 ·布恩（GeorgBoehm）来自德国，是

一家德国企业中国分公司的运营总经理，并

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取得了全球EMBA学

位。近日，他回到学校，围绕“德国企业在上

海”的主题，分享了自己在中国经商办企业

的感受。

沙龙现场，乔治 ·布恩邀请了朋友约尔

格 ·加伯特博士在线参与。他是德国Gabert

工业控股有限公司（GIB）总经理，该公司与

中国企业有一些业务的合作往来，前不久在

上海参与了法院诉讼。

约尔格 ·加伯特说，2023年底，GIB公司

因一起案件需要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提交五份公文书及附加证明书。得益于法

院依法适用《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

约》，在短短15个工作日内就完成了所有手

续，“徐汇法院高效的司法流程使我们公司

切实感受到了上海优越的营商环境”。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

官宋思杰介绍，我国于2023年3月正式加入

《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同年11

月在我国生效实施。此前，涉外公文书通常

需办理出具国外交部或其委托机构办理的

领事认证和使用国驻出具国使领馆办理的

领事认证，俗称“双认证”。公约生效之后，

“双认证”被简化为适用附加证明书的一步

式证明手续，大大降低了公文书跨国流转的

时间和经济成本。

该案中，德国也是公约的缔约国，因此公

约在案件中应当被适用。法院根据公约条

款，严谨审查了5份公文书。相比于此前一起

类似的公司决议纠纷，当时境外形成证据时

间长达2至3个月，如今案件审理周期大大缩

短，当事人可以尽早得到公正的判决结果。

乔治 ·布恩说，2005年他来到中国，与中

国结缘近20年。无论是约尔格 ·加伯特所在

公司的涉诉经历，还是他个人在华经商的切

身体验，从这些案例中，他越来越感受到中

国特别是上海主动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频

的勇气与决心，“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外国

企业来到上海这块营商沃土创业，共创更美

好的未来！” 本报记者 陈佳琳

乔治 · 布恩 上海法院的司法流程很高效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全国政协委员、民

盟中央常委、复旦大学教授、上海中华职教

社副主任丁光宏的日程安排愈加紧密。作为

一名履职经验丰富的委员，他每年坚持深入

基层调研并提出提案，将专业深度与民生温

度编织成履职图谱，探寻解题方案。

长三角职教一体化
作为上海中华职教社副主任，丁光宏

持续关注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他带队赴广东调研，走访江苏、浙江等地职

业院校，在去年全国两会上，提交了一份

《关于推进长三角职业教育一体化进程》的

提案。

提案建议构建长三角职业高校协同发展

体系：搭建跨区域资源共享平台，整合教学资

源、实训设备及实习机会，推动师资互聘与学

生跨校实践；成立校企产业联合体，搭建技术

转移平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设立国际协作

专项机构，统筹技术合作与成果转化，共同服

务区域高新产业发展。

解“最后一公里”难题
丁光宏发现，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区域

协同，都需要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梗阻。去

年年底，市域铁路机场联络线的开通，让他看

到了上海交通的“新速度”，但也暴露了配套

建设的滞后问题。

以三林南站为例，距离最近的轨交8号

线芦恒路站尚有2—3公里，周边几乎没有公

交线路覆盖，也没有配套的停车场，市民只能

选择乘坐网约车出行。与之连接的闵行区段

仅有100多米的距离，至今仍是一片荒地。

网约车开到这里必须掉头，导致交通拥堵不

堪。在今年上海两会期间，他专门提交了提

案，建议加快推进站点周边道路建设，解决

“断头路”的问题。同时，规划实施“停车+换

乘”（P+R）设施建设，为沿线居民和通勤人员

提供停车和换乘条件。

政协扎根于百姓中
过去一年里，丁光宏多次赴嘉定调研，他

发现，由嘉定区政协打造的“我嘉 ·协商”平

台，专门辟出空间，让政协委员有机会与民意

面对面。“通过这个平台，我们既能获取基层

一手信息，又能与群众面对面解释政策背后

的深层逻辑。”在他看来，委员履职不应是简

单的传声筒，而要做信息转换器。“有价值的

讨论本身就会沉淀为提案素材，一些即便是

暂时无解的问题，坦诚交流后的‘心服口服’，

也是基层协商的重要成果。”

这两天，丁光宏正加紧完善“我嘉 ·协商”

的案例素材。他正计划在全国两会召开期

间，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政协委员“推介”这一

程序规范、实效优先的上海模式。

AI浪潮下的中医传承
这些年，丁光宏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医现

代化。“过去名医需数十年积累临床经验，而

AI大模型可快速整合千年典籍和现代诊疗

数据，传统的传承方式很可能被AI的集体

智慧所替代。”但同时，AI也为中医药跨越

式发展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依托自然语言

处理技术，可以系统梳理散见于各类古籍中

的中医知识，破解“汗牛充栋却利用率低”的

困境。

2025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他也将带

着AI浪潮下中医传承问题的前瞻性思考

赴会。 本报记者 解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