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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上午 ，62岁的德吉 、

57岁的普次 、65岁的次仁曲珍3

位阿妈背着3筐蔬菜， 来到雪山

脚下。在过去的36年里，3位阿妈

曾无数次来到这里，给守哨士兵

免费送菜。昨天，八一建军节，从

山脚直通哨所的运输索道正式

运行。老阿妈再也不用像过去那

样一步步地爬上云端哨所了。

左图：8月1日， 詹娘舍哨长

马关敬带领全哨战士，向山脚下

老阿妈的方向庄重敬礼。

新华社发 （旦增尼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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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礼物
飞向云端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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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发了全市首家 “共享

餐厅”、 机器人饮品吧及无

人便利店食品经营许可证 ，

与海关 、国检 、市工商等部

门联手设立“出口食品备案

企业综合服务 ” “马德里国

际注册受理”等特色政务服

务专窗……仅今年上半年 ，

围绕新兴特殊行业和商业创

新模式， 黄浦区行政服务中

心大厅内快速冒出了一系列

“特色窗口”，通过梳理业务，

再造流程， 创造性地提供主

题式服务， 丰富了政务服务

的“网购体验”。

居委会成为一
网通办“新终端”

全力推进 “一网通办”以

来，黄浦区努力打造线上“一

网”、线下“一窗”，并实现线上

线下配合协作、 优势互补，深

度融合。截至目前，全区328项

可上网行政审批事项100%达

到“最多跑一次”标准，区级审

批事项100%实现全程网上办

理。 区行政服务中心综合窗

口覆盖率达73.8%，实现 “综

合发证” 窗口集成75项证照

一口发送。同时，区行政服务

中心设立线上业务帮辅办理

员， 帮助辅助企业办事人员

通过网上办理各类业务 ，上

半年累计帮辅1600多家企业

办理线上业务。

线下，“一网通办”也已充

分融进社区。全区各社区事务

受理中心已组建365天全年无

休的运营维护团队， 成功开

展 “全岗通”试点工作，上半

年“全市通办”所有161个项

目中的135项实现 “直接受

理”、26项实现 “收受分离”。

此外，在市、区、街道三级“一

张网”建设基础上，黄浦区发

挥辖区177个居委会自助服务

一体机全覆盖的优势，实现居

委会自助机与市政府“一网通

办”平台全面对接，使居委会

成为在家门口办事的“一网通

办”新终端。

政务服务也有
了“购物车”

为实现 “政务服务像网

购一样便捷 ”目标 ，聚焦群

众和企业办事的体验度 ，黄

浦区从企业办事需求出发 ，

针对金融服务、 科技创新、 食品餐饮等14个领域187个行

业 ，跨部门 、跨领域 “打包 ”整合相关经营许可 ，串联起从

企业注册到后置审批的办理全过程 。同时 ，借鉴淘宝 、京

东等网购服务模式，学习电子商务服务理念，先后推出智

能帮办引导 、机器人解答 、线上即时互动 、政务购物车等

新功能。

比如，“智能帮办引导” 能通过实时捕捉用户的当前操

作， 进行智能分析， 提供手把手的操作引导和帮办服务。

“机器人解答”依托政务服务知识库，运用大数据技术，24

小时在线为群众、企业答疑解惑。“线上即时互动”借鉴阿

里旺旺等电商互动机制，由经验丰富的后台办理工作人员

充当 “商家客服”， 实时解答企业的各类疑问。“政务购物

车”则效仿网购操作方式———用户将各类许可服务事项作

为商品添加至“购物车”后，可前往“一网通办”平台集中办

理，并实时掌握办理进度。

61项“其他有关材料”被取消

“一网通办”高效便捷的背后，是政府理念和模式的深

刻变革。 茛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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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音乐不“流行”的背后是什么
音乐专业奖项式微，但个性化推送机制完善；成为集体记忆的作品少了，但音乐样态更加丰富

关于华语流行音乐，近期出现了两种声音。

一种认为流行音乐不流行了： 华语乐坛

最有影响力的流行音乐奖项“金曲奖”落幕得

悄无声息 ，而就在同一晚 ，某选秀节目总决

选却能引来全民狂欢，一支偶像女团应运而

生。相比于 “金曲奖 ”上拿下 “最佳男歌手 ”、

贡献过不少流行金曲的陈奕迅，粉丝似乎对

自己真金白银票选出的“火箭少女101”更有

兴趣。

而另一种声音认为流行音乐还在流行，

只是随着平台、风格与形态的多元，进而受众

分化，形成相对稳定的圈层。回顾近两年的乐

坛，歌手与作品层出不穷，再不是几家唱片巨

头垄断乐坛。不仅唱将张信哲、罗大佑等重出

江湖；也不乏周深、张碧晨等“好声音”频频推

出新歌；创作新秀汪苏泷、毛不易更是每隔一

两个月，就有新歌问世。

在业界看来，与其说是流行音乐不再“流

行”，不如说是新的时代背景下，流行音乐的

创作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其 “流

行”的衡量标准与影响力也在发生改变。互联

网取代传统传播媒介， 削弱了一首歌能存在

于集体中的记忆周期和影响力， 却也释放了

音乐人多元化创作、 爱乐者个性化收听的无

限可能。基于这个意义来看，流行音乐不“流

行”，也挺好。

互联网时代改变了一首流行
歌的生命周期

西方流行乐界有一种理论———当你觉得

流行音乐变“糟”了，那是因为你成熟了。流行

音乐消费主力军是青少年。 回溯不同时代的

人心目中的流行歌曲会发现 ， “70后 ”是

Beyond的 《光辉岁月》、 张学友的 《吻别》；

“80后”是朴树的 《那些花儿 》、许巍的 《曾经

的你》，“90后”是周杰伦的《双截棍》、王力宏

的《爱的就是你》……这些流行歌，无一不是

在代际群体各自的青少年时期红极一时。

只是，过去动辄能红上几年十几年、男女

老少都能哼上两句的流行金曲， 如今确实很

少有了。这就显然不能以“成熟”一言蔽之。

举个例子。任贤齐的一首《心太软》先是

在1996年凭借同名唱片发行而走红港台地

区。1998年的春晚舞台，赵丽蓉与巩汉林合作

的小品《功夫令》中，赵丽蓉改编其经典副歌，

令其通过这个观众以亿计算的平台迅速传

播。进而红遍内地，成为此后任贤齐演唱会、

商业演出的“必唱曲”。从实体唱片发行，到电

台电视通过节目、晚会的二次传播，再到演唱

会、大街小巷的大众传播，这一周期延续好多

年，其反复、集中的出现也加深了音乐在大众

心中的印象。

互联网时代为流行音乐带来了不一样的

迭代逻辑。乐评人李皖认为，实体转化为信息

带来的一个关键变化就是稀缺性的消失。在

流行音乐领域，过去要守着电台、等着电视，

生怕错过；现在，你要听、你要看的，都留存为

一个地址，你随时可以去访问，让受众有种无

限拥有、尽在掌握的幻觉。

因而， 一首歌的流行生命周期大大缩短，

同类型歌手与作品层出不穷。薛之谦凭借《演

员》《丑八怪》等歌曲翻红，歌词“简单点，说话

的方式简单点”成为网络流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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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启哲

新一轮城市规划蓝图之下，

工业遗存的转型格外令人期待
浦东滨江，由一家拥有150余年历史的造

船厂转型而来的文化综合体“船厂1862”前不

久揭幕，其中包括一座中型剧场；徐汇滨江，

原中航油的四个小油罐和一个大油罐正在拓

展为一座占地六万平方米的油罐艺术公园，

预计明年三月亮相；北上海，3.25平方公里的

宝武集团不锈钢地块即将成为上海吴淞国际

艺术城，2020年迎来上海美术学院入驻……

“保存工业文化遗产的同时，要让它们融

入生活，成为今天城市的一个部分。”这是建

筑学专家、 同济大学副校长伍江眼中的工业

遗产“活化”概念。最近几年，上海越来越多的

工业遗存向文化艺术空间 “蝶变”， 华丽重

生———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龙美术馆西岸

馆、余德耀美术馆、艺仓美术馆、八万吨筒仓、

上海国际时尚中心等皆有值得追溯的 “工业

前世传奇”。

随着上海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在

落实“文创50条”、加快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

和国际文化大都市的背景下， 老旧的工业空

间作为与城市更新密切相连的一类新型文化

遗产，大有可为。它们无论对于营造城市文化

氛围还是形成特色文创园区， 都发挥着重要

作用，最终借由规划、设计活化再生的，不仅

是一片片钢筋水泥建筑群， 更是全新的城市

魅力空间。

工业遗存的重生， 在于历史
与当下的对接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 丰富多样

的工业空间曾在城市空间中占据很大比例。

厂房作为曾经上海重要的经济来源和历史骄

傲，随着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和工厂的迁移，它

们一度成为消极空间。像这样的尴尬局面，全

世界很多城市同样面临。 新一轮的城市更新

选择重视工业遗存， 也成了一股不约而同的

文化潮流———将其改造为博览建筑、 景观公

园、旅游场所、文创集聚区等的成功案例遍布

全球。

工业遗产再利用所需要的智慧不亚于人

类创造它们时的所需。在不少专家看来，工业

遗产本身不是一张白纸、一具空壳，它们需要

被尊重。 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秘书长斯蒂

芬·修斯指出，大规模工业建筑转换中，主要

的国际原则是尊重原有的美学， 以及尊重建

筑的历史记忆———很多工业建筑的价值正来

自于其历史特色。否则，人们将会永远失去这

些工业遗产。 现在著名的伦敦泰特现代美术

馆当年差一点就不能成为工业遗产转身的经

典案例了。近20年前，这座美术馆选择在一座

旧发电厂的基础上改建成立。当时，有一份设

计方案提议， 拆除发电厂原有的大烟囱。好

在，馆方对此说了“不”，选择尊重原有的建筑

肌理与特色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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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越来越多工业遗存转型为文化艺术空间，他们不仅是一片钢筋水泥建筑群，更是全新的城市魅力空间。图为八万吨筒仓。 （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范昕

打造更具国际影响力的进口促进新平台
上海口岸货物贸易进口增速创六年新高，将进一步扩大开放，努力建设服务全国的进口枢纽口岸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在

上海举办。今年7月公布的《上海市贯彻落实国

家进一步扩大开放重大举措加快建立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行动方案》 则明确提出建设服务全国

的进口枢纽口岸， 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的

进口促进新平台。

数据显示， 上海口岸货物贸易进口增速创

六年新高 ，2017年进口 33445.1亿元 ， 增长

18.9%，占全国26.8%，继续保持全国最大口岸。

今年1月至6月， 上海口岸进口17531.8亿元，同

比增长9.7%，占全国26.5%。目前 ，上海外贸口

岸建设工作正围绕全力打响“四大品牌”，充分

发挥区位优势，优化制度环境，夯实基础设施建

设， 进一步扩大口岸开放程度， 成为服务长三

角、辐射中国的进口商品集散中心。

成为跨国公司实体性总部经济汇集地

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申卫华表示， 建设国

家级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七年多来， 上海

深入推进制度创新，拓展贸易功能，加快提升贸

易便利化水平和能级。 茛 下转第六版

■本报记者 沈竹士

上海综合保税区着重培育实体运作总部，已经

培育出以魏德米勒等为代表的一批跨国公司亚

太营运中心 ，成为跨国公司实体性总部经济的汇

集地 。 右图为魏德米勒员工在仓库内装卸盒装零

部件。 本报见习记者 邢千里摄

数据显示， 上海口岸货物贸易进口增
速创六年新高， 2017年进口33445.1亿
元， 增长18.9%， 占全国26.8%， 继续
保持全国最大口岸 。 今年1月至6月 ，

上海口岸进口17531.8亿元， 同比增长
9.7%， 占全国26.5%。

上海鼓励支持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
范区企业整合订单销售、 贸易结算、 供
应链集成等更多的经营管理职能， 充分
利用自贸区改革创新试点功能措施， 推
动成为中国区至亚太地区的区域性管理
总部。

还原汉语词汇“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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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建议
助“高龄悬空老人”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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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首次
实现染色体“十六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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