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霜冻预警高挂，沪进入今冬最冷时段
(上接第一版 ) 领导干部要加强一线督

导， 加强风险隐患排查。
通 知 强 调 ， 结 合 前 期 有 效 应 对 极

端天气的成功经验 ， 各 区 、 各 有 关 单

位要继续细化各项工作 措 施 。 气 象 部

门要做好气象监测和预 报 ； 供 水 、 供

电 、 供气等涉及城市 “生 命 线 ” 工 程

的单位要全面做好设备 设 施 检 测 、 修

复工作 ， 备足应急抢修 力 量 ； 水 务 部

门要指导城投水务集团 做 好 郊 区 供 水

管 线 巡 查 与 维 修 工 作 ； 交 通 、 运 输 、
路政等部门要结合春运 情 况 ， 持 续 做

好以防寒防冻为主要内 容 的 运 输 安 全

检 查 和 安 全 隐 患 排 查 与 整 治 ； 农 业 、

绿化部门要指导有关单 位 和 郊 区 农 户

做 好 农 作 物 、 绿 化 等 防 寒 保 暖 工 作 ；
民政部门要加强巡查 ， 关 心 弱 势 群 体

和流浪人员安全。
通知还强调， 各区、 各有关单位要

加强应急值守 ,做好信息报送 ， 严格落

实 24 小时值班制度， 确保信息联络畅

通。 市政府总值班室将对各单位值班情

况进行抽查， 并予以通报。
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昨晚的预报， 在

高空西北气流和地面冷高压控制下， 上

海未来几天以晴冷天气为主， 周日到周

二 早 晨 ， 市 区 极 端 最 低 气 温 在-3℃左

右， 郊区更是只有-7℃到-5℃。

2 月 2 日至 5 日， 2018 上海新春农产品大联展在上海农业展览馆举办，
来自全国 19 个省区市 1500 多个品种的农产品参展， 为市民提供优质年货。
上图： 昨天， 市民在上海新春农产品大联展上选购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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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号年夜饭早早“客满”
本报讯 （记者陈惟）老字号饭店

受追捧， 年夜饭预订早早挂起 “客满

牌”；八宝饭、糖年糕、南北炒货日渐旺

销……农历新年将近， 上海春节市场

已全面启动。 线上线下融合使今年年

货市场不仅供应丰富， 消费者购买也

更加便捷。
记者获悉，新雅、杏花楼、小南国

等餐饮企业的 堂 吃 年 夜 饭 早 在 半 年

前就被回头客预定一空，不少饭店的

包房都是老吃 客 吃 完 当 年 年 夜 饭 就

预定第二年的。
此外， 半成品年夜饭近年也越来

越受市民欢迎。今年，杏花楼的半成品

年夜饭有四个套系，从 598 元到 1588
元不等， 涵盖多种海派经典年夜饭菜

肴。 集纳多种组合的大礼包也是年货

市场的主力品种。据介绍，杏花楼在去

年三款品种的基础上， 今年又增加了

八款，供不同层次消费者选择。新雅粤

菜馆的年菜历来热销， 今年所有年货

类产品预计将销售一个亿，其中 26 个

组合装发售 12 万套，约 5000 万元；其
余 5000 万元为半成品菜肴单品，以及

八宝饭、糖年糕、松糕、腊味等。小南国

精选经典招牌菜和特色菜肴组成四款

年菜礼盒， 消费者带回家后只需简单

烹调操作，就能轻松还原现做美味。

上海玉佛禅寺完成百年来最重要修缮

广场面积扩大一倍 建筑格局更为规整

本报讯 （记者史博臻） 历时八个

月，平移 30.66 米、顶升 1.05 米，门窗黄墙

焕然一新———上海玉佛禅寺大雄宝殿完

成了百年来最重要的一次修缮，并于昨天

举行大雄宝殿平移顶升落成启用仪式。
回顾画上句 点 的 大 殿 “行 走 ” 经

历， 内部佛像、 文物也要丝毫无损地同

轨并行， 这在国内尚无先例， 是全国首

例木结构庙宇 带 文 物 整 体 平 移 。 2017
年 5 月 18 日， 大雄宝殿正式封闭， 开

始向北平移前 的 准 备 工 作 。 2017 年 9

月 2 日 至 17 日 ， 大 雄 宝 殿 向 北 平 移

30.66 米， 向上顶升 1.05 米， 并精心修

缮加固 。 2018 年 1 月 1 日 ， 大雄宝殿

在迎新活动中重新开放。
据介绍， 这项工程的重中之重在于

“把未知变成已知”， 摸清百年建筑的结

构， 即大雄宝殿的基础形式与佛台内部

构造， 再精准施策。 最终， 大雄宝殿的

安全防震性能有所提升， 广场面积扩大

至原先的两倍， 玉佛禅寺的建筑格局更

为规整。

绞圈房子妥妥安放“阿拉”乡愁
早于石库门的上海地区典型民居，承载着建筑历史变迁，记录着人文发展轨迹

绞圈房子， 这是一种早于石库门，
在上海地区“霸屏”的房屋形态。 这种老

房子有 “墙门间”，“墙门间” 两侧还有

“次间”和“落叶”。 绞圈房子从形制到结

构很具特色，且分布也非常广。 最近，上
海地方志研究者、作家褚半农为了证实

绞圈房子的“绞”字读第几声，是读 jiao
还是 gao，做了诸多研究，因为需要考证

史料，几乎跑遍了上海各大图书馆。 褚

半农从小生长在闵行区莘庄镇，在绞圈

房子里住了近 40 年， 不仅对这些老宅

子充满回忆，还颇有研究，写出了《话说

绞圈房子》等专著。 他说，这是上海建筑

历史变迁、人文发展轨迹不可或缺的一

个篇章，也是让人安放乡愁的所在。
“发现闵行之美”系列丛书日前在

闵行区浦江镇召稼楼礼耕堂发布。 系列

丛书首期推出五本，包括《话说绞圈房

子》《鹤鸣颛溪》《本地闲话》《三千世界

在指尖》《月满召稼楼》， 已由上海书店

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套丛书记录了闵行

区历史文化精髓，也收集和讲述了上海

的人文底蕴。

海派文化的一朵绚丽浪花

事实上， 闵行区不仅有绞圈房子，

从某种程度上更是海派文化的一朵绚

丽浪花。 丛书之一《月满召稼楼》的作者

陈公益举例说，召稼楼位于浦江镇，800
年前， 这里曾是浦东地区的垦荒中心，
“是召稼楼的垦荒钟声唤醒了这片神奇

的土地，成为农垦文明和市井文明互相

融合的繁华集镇，也孕育出了‘上海城

隍爷’秦裕伯、‘浦江合流第一人’叶宗

行、几社翘楚周立勋、记录上海方言的

《沪谚》作者胡祖德、中医学教育开拓者

之一秦伯未等名人名士。 ”
北 桥 、颛 桥 也 有 故 事 。 千 年 古 刹

明 心 教 寺 、 曾 存 世 500 多 年 的 放 鹤

桥 、尚 以 原 貌 保 存 的 颛 桥 老 街 、民 国

县府旧址 、十 字 街 、颛 桥 周 宅 、六 磊 塘

桥 、早期 邮 局 等 历 史 遗 迹 ，重 阳 庙 会 、
歌 舞 剪 纸 等 民 俗 风 情 ，近 代 人 物 何 杰

才 、施舍 、张 翼 等 的 生 动 故 事 ，无 不 记

载着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文化精髓。 除

了这些，闵行区承上海县 700 年历史文

脉 ，更有史前 “马桥文化 ”5000 年的 历

史渊源和深厚积淀。明清时期的上海县

交通便捷、经济发达，受松江府城的近

距离辐射，经济、文化、城镇发展均优于

其他地区；在近代城市化进程中 ，既没

有 彻 底 洋 化 ，也 没 有 固 守 不 变 ，从 而

成 为 农 耕 文 化 、商 贸 文 化 与 近 代 海 派

文 化 的 相 生 、相 融 之 地 ，独 具 地 域 文

化特色 。

出版文史丛书， 讲好闵
行故事

如今，闵行区在打造生态宜居现代

化主城区的过程中，不仅要展现经济硬

实力，更需全面、生动地传承和弘扬地

区文化，树立文化自信。 近年来，闵行区

政协文体委组织开展闵行区文化资源

调查，最终形成的调查报告显示，作为

闵行区文化资源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

历史文献，未能及时系统整理出版。 因

此，梳理历史文脉、出版文史丛书被提

上了议程。
闵行区政协表示 ， 这套丛书的问

世，来源于闵行区历史和先贤留下的文

学瑰宝，以及大家的努力。 这是一个讲

好闵行故事的契机，让闵行人民、上海

人民爱上这片土地。
闵行区政协学习文史委主任朱奕

介绍，“发现闵行之美”系列丛书，秉承

“以人存书”“以书存史”“以史为鉴”原

则，计划每年编撰出版一辑五册，共五

辑 25 册，分五年完成，将从“民艺乡俗”
“岁月有痕”“老巷陈香”“故土之韵”“百
舸争流”五方面，集结闵行区历史文化

之精粹，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生动的风

土民俗为切入口，收集和讲述闵行区的

发展故事， 展示闵行区丰富的人文底

蕴、传统文化和城市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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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历史文化名人，让上海文化金名片更闪亮
杨勇

在今年上海“两会时间”，打响“上海

文化” 品牌是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之

一。 市委书记李强强调，让上海的名片更

闪亮，让百姓的生活更精彩。

一不小心，你将会惊动一
位历史文化名人的梦

文化是旅游的内涵， 旅游是文化的

载体。 在文化资源已成为旅游第一优势

的今天，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名人资源、
悠久深厚的文化底蕴， 越来越成为上海

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打响“上海文化”品

牌、传播上海文化形象的关键途径之一。
上海是国内外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城

市。 2017 年，上海接待入境游客数达到

873.01 万 人 次 ， 接 待 国 内 游 客 数 达 到

3.18 亿人次。 这些游客不仅是上海文化

的体验者，而且是“上海文化”品牌的宣

传者。 但是，海内外游客关注的重点还是

集中在外滩、豫园等传统景点上，对上海

历史文化名人的关注不够。 上海对相关

旅游产品的开发力度也明显不足， 乃至

大量具有深厚文化内涵、 对中国社会产

生过巨大影响的历史文化名人， 都游离

在广大海内外游客的视野之外，“养在深

闺人未识”。
历史文化名人是城市历史文化的载

体， 也是游客为触摸穿越时光而来的深

邃力量的关键入口。 一座城市，可能因一

个人而变得熠熠生辉。 一个人，可能因一

座城市而变得精神不灭。 “在西安要轻

轻地走路，一不小心，将惊动一位帝王的

梦。”此语点醒了西安的文化梦。同样，这
句话也适用于文化底蕴深厚、 人杰地灵

的上海。 游客们在上海也要轻轻地走路，
一不小心， 你将会惊动一位历史文化名

人的梦。 注入新思维，制作和扶持一些大

型且能代表上海和国际水准的历史文化

名人的文化节庆活动， 不仅会吸引国内

外游客，而且能彰显“上海文化”品牌的

影响力。 为此，尤其要用好用足上海丰富

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梦想启航的地方，“从
石库门到天安门”上海美术作品展，是上

海创新旅游产品的全新尝试。 开展以来，
人气火爆，截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累计

参观人次突破 50 万。 来自各地的游客，
不仅接受到艺术熏陶， 而且经历了一场

回顾初心之路的精神之旅。

提升 “上海文化 ”品牌知
名度、美誉度的新引擎

文化品牌是一座城市的金字招牌 ，
承载着城市的精神品格和理想追求。 到

2035 年 ，上海要建设成为 “世界著名旅

游城市”。 随着文化旅游成为城市旅游业

的时尚，如何利用具有高知名度、美誉度

的上海历史文化名人资源， 打造以历史

文化名人资源为中心的旅游产品， 有很

大值得想象的空间。
要深入挖掘名人故事， 推进历史文

化名人故居旅游产品的开发。 上海有几

百处名人故居， 大批经典的历史故事也

在这里留下了烙印。 将历史名人故居、纪
念馆与上海都市旅游整合，运用新技术、
新媒体， 探索采用虚拟现实或增强现实

技术， 让人亲身感受当年历史文化名人

真实的工作和生活场景， 无疑能为广大

国内外游客带来上海文化的切身体验。
要抓住“文创 50 条”的实施契机，在

继购物旅游、城市景观旅游、餐饮旅游、
古迹旅游之外， 着力打造历史文化名人

体验式文化旅游， 发挥历史文化名人效

应，提升上海文化形象。 多伦路文化名人

街可以说是“充分体现城市记忆、文脉特

色和鲜明特征”的上海地标之一。 左联会

址与纪念馆， 曾是文化界的藏龙卧虎之

地。 鲁迅、瞿秋白、丁玲、茅盾、郭沫若、夏
衍、叶圣陶等 30 多位左翼文化人均聚居

在此。 多伦路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规划的

文化街， 经过多年的经营并恢复历史场

景，使得布景板般的小马路，增添了许多

现实生活元素， 成为具有人文体验味道

的休闲旅游之地。 这不仅使这条不起眼

的小路名声远扬，也成为“上海文化”品

牌传播的重要载体。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印象·刘三

姐”、南宁国际民歌节等，是开发历史文

化名人资源， 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

成功案例。 放眼世界，纽约百老汇、巴黎

左岸、 伦敦西区等文化名片的打造对上

海均有借鉴意义。
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上海与纽

约、 伦敦等在文化硬件上的差距正在一

点点缩小，但是，在文化软实力上还有较

大提升空间。 只有全力打响“上海文化”
品牌， 上海才能拥有与其经济和社会发

展水平相匹配的文化地位。 从这个意义

上说，发挥历史文化名人效应，推动文化

旅游，是提升“上海文化”品牌知名度、美
誉度的新引擎。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旅游学系主
任，教授）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见习记者 汪荔诚

作家褚半农从小生长在闵行区莘

庄镇 ， 在 绞 圈 房 子 里 住 了 近 40 年 ，
不仅对这些老宅子充满回忆， 还颇有

研究， 写出了 《话说绞圈房子》 等专

著。 他说， 这是上海建筑历史变迁、
人文发展轨迹不可或缺的一个篇章，
也是让人安放乡愁的所在。 图为绞圈

房子。 （闵行区政协供图）

“手巧”中国人用漂亮手术征服世界同行
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给中国成人腹股沟疝治疗打 99 分

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中国疝

外科技术正经历飞速发展。昨天，瑞金医

院、华东医院、杨浦区中心医院联合主办

“2018 东方疝论坛”，与会专家谈到，“手

巧” 的中国人用漂亮的手术征服了世界

同行，但中国在病例数据库、病人随访系

统、修补材料自主研发等方面还存在“短
板”，需要奋起直追。

疝俗称 “小肠气”， 医学专业称为

“疝病”， 即人体内组织或器官的一部分

离开了原来的部位， 通过人体间隙、 缺

损或薄弱部位进入另一部位而产生的疾

病。 数据显示， 我国每年约有 300 万新

发的腹股沟疝病人， 以及 50 万例以上

的其他各类疝。 其中腹股沟疝的人群患

病率约为 0.36%， 在老年人群里比例更

高， 达到 0.7%。
瑞金医院李健文教授介绍， 疝和腹

壁外科疾病是常见病、多发病，在中国的

年手术量已超过 100 万例。 中国的疝外

科手术在过去 20 年间获得了广泛普及

和飞速发展， 国际权威医学期刊 《柳叶

刀》给中国成人腹股沟疝治疗打出了 99
分的高分，尚无 100 分的满分项目，说明

中国的治疗已超越诸多发达国家。
如今在中国， 疝和腹壁外科诊治的

疾病类型不断拓展， 从常见且多发的腹

股沟疝， 延展到腹壁切口疝、 食管裂孔

疝、膈疝、腹壁肿瘤等复杂疑难病种，手

术方式也从当初的单纯缝合修补发展到

无张力修补，以及开放手术、腔镜手术、
单孔手术、3D 手术、 机器人手术等多元

化的治疗策略。
在此过程中， 病人的手术创伤越来

越小，恢复越来越快。 目前在瑞金医院，
以常见且多发的腹股沟疝为例， 患者从

住院、手术到出院，往往在 24 小时内，手
术趋向“日间化”。

本次论坛设 置 了 多 个 学 术 讨 论 专

场， 专家们将围绕大数据分析、 并发症

应对、 手术规范推广、 新技术新材料进

展等诸多前沿和热点话题展开 深 入 探

讨。
与会专家强调， 立足疝和腹壁外科

的经典疾病，持续优化常见病、多发病的

诊疗措施， 同时让不同治疗技术百花齐

放， 为广大患者建立最佳个性化治疗体

系，是疝和腹壁外科的发展发向。

守护归途

今年春运昨起迎来首个双休日。 由

于不少旅客提前返乡 ， 上 海 铁 路 、 公

路都出现了节前首个小高峰 。 铁 路 全

站发送旅客达 40.3 万人次 ， 增开列车

49 趟。 武警上海总队春运执勤官兵全

员上岗坚守岗位， 在上下电梯转角、 车

站进出口维持秩序， 确保旅客平安踏上

回家路。
右图： 武警上海总队执勤一支队战

士在虹桥火车站进站口维持秩序。
本报记者 赵立荣

通讯员 周达峰摄影报道

文化品牌是一座城市的金字招牌， 承载着城市的精神品格

和理想追求。 到2035年，上海要建设成为“世界著名旅游城市”。
随着文化旅游成为城市旅游业的时尚，如何利用具有高知名度、
美誉度的上海历史文化名人资源， 打造以历史文化名人资源为

中心的旅游产品，有很大值得想象的空间

核心观点

文汇时评主编/范兵 副主编/杨逸淇
编辑/杨阳 ｆａｎｂ＠ｗhb．ｃｎ时评 综合

综艺节目的“流量崇拜”该刹车了
(上接第一版)秉持着“周周有话题，天天

有爆点”，有的制作方生生把综艺节目做

成了“每周一播的狗血连续剧”。 相比于

在内容上用心耗力， 制作方似乎更愿意

在宣传推广豪赌一把。为了炒作热点，某
网络综艺热门节目 90%的宣推费 用 在

节目预热和前两期就已用完。
“流量崇拜”说到底是“资本崇拜”，

制造冲突、话题，被有的综艺制作方看作

是成本低、效率高的运营推广方式，企图

快速堆高综艺的“商业价值”。据悉，某档

网络综艺总决赛的中插广告就高达三千

万元，而冠名费更是高达 1.2 亿元。 如此

天价，仍有广告商趋之若鹜，不加甄别地

启用“综艺明星”。娱乐圈的相关产业、平
台也纷纷入局，在这场“流量狂飙”中你

追我赶。有网友将热播节目中的选手、嘉
宾“资源”盘点了一遍：从时尚杂志到综

艺通告，从影视发布到广告参演，一样也

不落下，曝光率、身价呈几何倍数增长。
可惜这样的商业价值不过是泡沫。

过去几档照搬他国综艺、 恶意爆炒明星

冲突话题的节目关注骤减， 已是前车之

鉴。 依靠满足观众猎奇、窥私心理走红，
一旦新鲜感过去，节目便会后继乏力，迅
速被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