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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是我国传统佳节中秋节。 连

绵阴雨之后， 上海市民中秋能赏到一轮满

月吗？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的预告，中

秋节当天多云转晴， 白玉盘的清辉将有望

陪伴市民度过今年中秋的良辰美景。

根据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的预报，

中秋节当天，上海当地月出将在17时38分。

此时，太阳还没有完全落山，地面的景物也

还是很清晰， 这让摄影爱好者可以有机会

拍摄到很多很有趣的月出照片。

俗话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本年度的

中秋月也要等到“十六圆”。所谓满月，在天

文学中称这种月相为“望”。望月的时候，月

亮和太阳的空间位置分处地球的两侧。 此

时， 在地面上看到月亮的正面完全朝向地

球。由于并非每个望月都是在农历十五，因

此并非每个中秋节看到的月亮都是正圆

的。今年，农历八月的望月就出现在北京时

间25日10时52分，所以十五、十六当晚的月

亮其实都不是最圆的。 不过，中秋佳节“人

团圆”远比“月圆”重要，不用在意那一点点

肉眼难以分辨的小遗憾。

上海天文台科普专家提示， 赏月最好

的办法，是使用天文望远镜。 一台口径8厘

米的小型天文望远镜就可让观测者看到不

少月面上的动人细节。需要关注的是，因为

满月前后月亮的亮度较高，所以，在黑暗环

境下通过望远镜观察月球， 会觉得非常耀

眼。如果有条件，观测者可以尝试给望远镜

的目镜配置目镜端月亮滤光片， 这样不仅

观察更舒适，也方便观察到更多月面细节。

在赏玩中秋月的时候，不要忘了，这满

月清辉中，长眠着我国的嫦娥一号、嫦娥三

号带上月球的玉兔号月球车。 嫦娥工程是

我国自己的探月工程， 从2007年发射嫦娥

一号至今，已成功进行了三次发射任务。今

年年底，我国计划发射嫦娥四号，它将着陆

于月球背面———如果成功， 这将是第一个

着陆于月球背面的探测器。

迎中秋佳节，以月圆之名亲近文化传统
这个周末，上海将推出千余场群众文化活动，营造浓浓节日氛围

“仰头望明月，寄情千里光。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即将到来。

除了吃月饼、聚餐等“标配活动”，传统佳节还能怎样过？ 记者获

悉，中秋节前后，上海将推出千余场群众文化活动，让人们以月

圆之名，亲近文化传统，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

赴“中国风”的游园会，在明月下共度佳节

中秋节又称“月节”“月夕”，赏月自然必不可少。 中秋节当

晚，“第六届传统节日社区欢乐行”暨“我们的节日·2018上海旅

游节唐韵中秋”公益场活动将在桂林公园举行，邀请市民在明月

下共度佳节。 在以中秋月文化为主题的专场文艺演出中，《月是

故乡明》《春江花月夜》 等经典咏月诗歌、《幻月》《鹿之远音》《梅

花三弄》等中华经典乐器演奏以及原创华服舞台剧《中秋拜月》

将轮番登场。与此同时，中秋灯谜、节日民俗手工艺现场表演、华

服游园秀、中秋习俗文化展示、中秋典故、“树中秋”等一系列互

动交流活动将散布全场，让人们享受传统节日习俗带来的愉悦。

夜幕下的金平路步行街人头攒动，一派热闹景象。 从昨晚开

始，闵行区在此一连三天推出“金平之夜”2018上海南滨江广场文

化节，邀请人们走出“日常”，过一过“非常”的日子。 主舞台和副

舞台上，广场舞、打击乐、独角戏、杂技、滑稽戏你方唱罢我登场，

引得台下欢声笑语不断。 现场设置有发光互动地板、发光秋千、

荧光涂鸦等游乐项目，引得大人小孩们踊跃参与。 魔术师、雕塑

铜人、小丑等街头艺人游走在人群之间，为人们送去欢乐。

传统文化集市，市民的过节“风尚”

中秋人团圆，参加传统文化集市已成为不少市民的过节“风

尚”。 9月23日，市群艺馆将迎来一场“中国风”公益集市，活动聚

焦传统文化，分为“匠慧人心篇”“中秋说古篇”“彩云追月篇”三

个篇章。 一楼、四楼的集市上，结艺、刘氏柳编、糖画等非遗技艺

传承人将一字排开，施展手上绝活，呈现传统手工艺在当代的新

面貌。 当天还将举办一场传统文化定向挑战赛，模仿戏曲身段、

泼墨挥毫、吟诵诗词文赋，众多主题任务等待市民攻关。

今年的秋分在9月23日，与传统佳节中秋紧密相连，这一天，

“节气中国 诗意江南———二十四节气非遗传承创新系列活动”

将在长宁文化艺术中心推出首个节气雅集。古典诗词诵读、古琴

演奏、香道花艺、手工蒸制桂花花露、时尚版画作品欣赏……一

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带领人们通过“看、听、闻、

触、品”五种感观，全方位、沉浸式体验节气之美。

中秋也是赏戏的时节，经过初赛、复赛、决赛层层选拔，2018

年上海市民文化节校园中华戏曲大赛产生了 “百名校园戏曲之

星”。 9月23日，上海市保利大剧院将举行“传·承”校园中华戏曲

大赛颁奖展演，来自校园的未来戏曲之星将登台展现风采，一个

兰花指、一个剑指，一个转身、一个碎步……无不展现我国传统

文化特有的魅力。

民俗专家陈勤建指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中秋节、端

午节、清明节、重阳节都是大规模的集体项目，而且为满足节日

内容的需要，演变出种类繁多的形式，成为独特的文化图景。 世

界范围内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凝聚， 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这样内

容、形式都饱满的传统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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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笃行“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
习近平主席给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贺信，令上海各区干部群众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习近平主席致信祝贺2018世界人工

智能大会召开， 令上海各区干部群众倍

感振奋、备受鼓舞。 大家纷纷表示，要深

刻领会贺信的精神实质， 深入研究贺信

提出的新课题，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

部署和要求， 抓住人工智能这个战略突

破口，主动求变应变，坚定信心决心，真

正实现“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努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持续提

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为代表国家

更好参与全球竞争合作夯基垒台、 作出

贡献。

提高站位 ， 抢抓机
遇，放大溢出效应

贺信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

球范围内蓬勃兴起， 为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了新动能， 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

生活方式。 ”

大家深刻地认识到， 加快发展新一

代人工智能， 是上海顺应全球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 赢得发展主动

权的优先战略选择， 是服务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先布局方向。

浦东新区干部表示， 贺信指明了

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 对上海和浦东

加快建设人工智能高地是极大的鼓舞

和鞭策。 浦东新区将把人工智能作为

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的优先选项，

着力加快数据资源开放共享， 着力推

进创新和产业协同， 着力强化知识产

权保护，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构建

人工智能发展的良好生态， 加快集聚

培育具备自主创新能力、 掌握核心关

键技术、 拥有强大发展潜力的企业机

构，加大人工智能在城市治理、公共服

务等方面的应用力度， 不断增强人工

智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赋能作用，助

推上海建设人工智能创新策源、 应用

示范、制度供给、人才集聚高地，持续

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作为此次大会所在地， 徐汇区干

部群众备受鼓舞， 收获满满荣誉感的

同时更有强烈的使命感。 徐汇区将于

近期召开区委常委会并组织区委中心

组专题学习、 讨论， 认真学习贺信精

神，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进

一步增强信心决心， 抢抓机遇、 乘势而

上、敢为人先，使西岸成为上海建设国家

人工智能高地的新地标和核心区。 将充

分利用大会的品牌溢出效应，提高站位，

营造良好生态环境， 将科技与艺术相结

合， 将这段迈向卓越全球城市的水岸打

造成为人工智能产业的集聚地和人工智

能应用的示范地。

抓产业、抓应用 ，有
力支撑“智慧之治”

贺信强调，“中国正致力于实现高质

量发展， 人工智能发展应用将有力提高

经济社会发展智能化水平， 有效增强公

共服务和城市管理能力。”这意味着人工

智能将开辟社会治理新格局， 在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 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闵行区干部表示， 为了支持人工智

能产业发展，目前已发布《闵行区推动新

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提

出将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作为全区推动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 通过

进一步统筹规划， 优化产业布局， 构建

“一镇、一带、多载体”的发展空间布局，

打造马桥人工智能未来小镇、 紫竹走廊

创新带、分布式产业载体等亮点工程。实

施“智能闵行（AI@MH）”计划，推动人工

智能产业向规模化、 细分化、 龙头化发

展，打造集人工智能体验示范地、科技创

新策源地和产业发展引领地于一身的高

端特色产业集群。

静安区干部群众在学习贺信精神

后，感到振奋的同时也倍感责任之重。今

年年初， 静安区获批国家新型工业化大

数据产业示范基地；下阶段，该区将牢牢

把握智能融合的时代机遇： 一方面抓产

业，重点聚焦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

等领域及其产业链， 通过推进国家新型

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 城市管理和

社会治理试验区建设、 市北国际化大数

据卓越园区建设、 市北国际化大数据卓

越园区建设四大专项行动， 努力构建集

聚效应明显、应用创新深化、品牌影响突

出、功能体系完善、产业融合的“静安智

造”发展格局，积极打造上海全球科创中

心的“数据核”和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

“数据港”。另一方面抓应用，致力于构建

一张以数据自动采集、政务数据共享、商

业数据流通为基础的城市智能感知网

络， 以国家发展改革委2018数字经济重

大工程———静安“151项目”为试点突破，

实现交通、健康医疗、食品安全、环保、公

共设施五大领域的数据应用， 进而建设

一个有城市数据综合运营能力、 大数据

分析挖掘能力和预测预警能力的城市智

能综合管理平台，通过加快物联、数联、

智联布局，有力支撑城区的“智慧之治”。

构建开放、共享 、协
作的人工智能大生态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新

课题”……贺信中的这些关键词，让上海

各区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的新方向。

大家普遍认为， 中国经济的发展需

要创新驱动， 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

运用是其中一个重要动力源。当下，紧抓

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和运用， 能够有效

支撑制造业智能化转型，进而构建开放、

共享、协作的人工智能产业大生态，成为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杨浦区干部表示，将通过营造创新硬

环境、改善创新软环境，同时构建技术资

源、人才资源、数据资源自由流动和开源

开放的创新生态，努力把杨浦区打造成上

海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高地，并力争发展

成为上海市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示范区。而

“知识杨浦”将秉承“三个百年”的历史积

淀，以百度创新中心、人工智能创业投资

服务联盟以及人工智能创业投资母基金

设立为契机，继续开拓创新、砥砺前行，切

实践行“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

黄浦区干部群众表示， 下一步将围

绕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主动对标人工智

能产业发展新动态、新特点、新趋势，加

快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融

合。 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高端服务业融

合，重点发展“人工智能+金融”“人工智

能+医疗”“人工智能+专业服务”， 释放

人工智能对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依

托世博浦西园区， 集聚一批该领域龙头

企业、地区总部、创新型企业和功能性机

构，结合北京东路地区转型发展，打造以

科技京城为核心的智能装备、智能机器、

智能产品发布、展示、交易、研发平台。

宝山区干部群众表示，将紧紧围绕全

力打响上海“四大品牌”目标，积极捕捉人

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先机。当下正围

绕南大地区的智慧城市建设，携手百度、

商汤集团、 上海临港集团等人工智能领

域领先企业，培育车联网产业集群、推进

智能感知、机器学习、人机互动等人工智

能技术应用。同时，在城市规划、设计、建

设、运营过程中全面引入“人工智能+”概

念，构建涵盖工作、商业、生活等全方位、

全实景“人工智能+”商用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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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好“先手棋”，跑出人工智能发展“加速度”
樊丽萍

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

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 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 在世界

范围内炙手可热的人工智能， 显然是具

备这样能级的颠覆性科学技术———它不

仅仅是今天的现象级话题， 更指向国家

未来的综合实力。

9月17日至19日，2018世界人工智能

大会在上海成功举行。 伴随着人工智能

进入“上海时刻”，黄浦江畔吹响了加快

建设人工智能发展高地的集结号。

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蓬

勃兴起，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它

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同

时，已从技术变革跨入创新应用的重要窗

口期，成为各国抢占科技制高点、提升综合

竞争优势的核心驱动力。 对“新动能”的准

确研判和把握，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

们是否能够抓住战略机遇，下好“先手

棋”。

无论学术界还是产业界， 所释放

的信号都很明确：人工智能炙手可热、

未来可期。加速建立、形成以人工智能

为引领的新型产业体系， 是上海提升

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代表国家参

与全球产业竞争合作的重要力量，是

当下上海必须思考、求解的现实课题。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参会的全球

近40个国家的千余名学界专家、 企业

家以及一大批创新创业者， 都不约而

同 地 提 及 一 个 热 词 ———“人 工 智

能+”。 未来五至十年，人工智能将陆续

在制造、交通、教育、医疗等领域大展身

手， 把很多日常生活中的不可能变为可

能。未来城市也将被人工智能赋能，成为

一个智慧的生命体。

人工智能从0到1的起步在部分领域

已经发生， 人工智能技术要实现赋能，

“+”直接意味着跨界。 回望全球科技发

展史，一些被公认为“引发全球科技革命

浪潮”的战略技术，其最终的影响往往超

越技术本身， 超越物质层面， 人类的文

明、制度、文化都将因它而改变。

面对这样的变化， 一连串与人工智

能有关的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和

政府治理等方面出现的新课题摆在我们

前面， 需要世界各国深化合作、 共同探

讨； 需要我们敢于突破常规技术研究的

范式，勇于出新思路、有新作为。

很多知名学者呼吁， 从学术研究的

角度来看， 人工智能并不局限于一个或

几个学科，而是跨学科的。每一学科都有

其独特的学术视角， 都可以为人工智能

技术发展在当下特定领域应用所面临的

瓶颈提供线索和思路。 在加强前沿技术

问题研究的同时， 也要加强人工智能相

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研究，确保人工

智能技术发展的可控、可用、可靠。

尤其是当下， 新一代人工智能相关

学科发展、理论建模、技术创新、软硬件

升级等整体推进，正在引发链式突破。形

成从宏观到微观各领域的智能化新需

求 ，催生新技术 、新产品 、新产业 、新业

态、新模式，上海要在人工智能下一阶段

的应用发展中跑出“加速度”，须在核心

技术上进行前瞻性部署， 要在精准引才

上花力气、下功夫，要组建一支由高端人

才和青年人才组成的队伍， 敢于向人工

智能技术研发的“无人区”挺进。

我们要有一种清醒的意识：越是向真

正的前沿攀爬、行进，可能越发“孤独”。我

们将要走的，是一条没有前人走过的路。

纵观科学技术史，这一条“铁律”亦

颠扑不破： 任何一项重大科学技术在应

用领域爆发前， 都有厚实的基础研究作

为支撑。很多好用、管用的科技成果在成

为大热门前，追溯它的“前史”，往往都是

发轫于一些看似“无用”或者“用途不明”

的冷门基础研究。

这些都提示我们， 在大力引智的同

时，上海要通过政策扶持，让更多人才拿

出在“热锅边吃冷饭”的定力投身人工智

能新课题的攻关求解， 拿出更大的耐心

与信心，重点鼓励支持一些原创性强、非

共识的探索性研究， 为释放新一代人工

智能技术的红利做好充分的准备。

（作者为文汇报首席记者）

学生“玩转中秋”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沪上中小学以节日为载体，准备丰富多彩系列活动

中秋节是承载着故乡情、 家国情的文化基因纽

带。 记者了解到，沪上不少中小学以中秋节为载体，

准备了丰富多彩的“玩转中秋”系列活动。 传统文化

走进了孩子们的课堂、家庭和生活中，学生们在体验

中喜欢，在喜欢中热爱，在热爱中传承传统文化。

扮演嫦娥姐姐的女生，身着长裙，手牵玉兔，怎

一个“仙”字了得；扮演作家朱自清的男生站上讲台，

声情并茂地背诵了《荷塘月色》一文，唯美的字句令

人沉醉……为了让学生们感受传统文化之美，昨天，

世界外国语小学的师生们纷纷穿上了带有中国元素

的服饰，颇有“仪式感”地迎接中秋佳节的到来。

身穿一套禅服、戴一副圆圆的墨镜，世外小学数

学教师龚豪刚走进教室， 立刻引来了不少学生们的

围观。在数学课开始之前，龚豪和学生们一起背诵了

几首与月亮相关的诗词，“其实， 传统文化与数学也

息息相关，比如在讲述‘圆’相关知识时，我就会给学

生们讲一讲祖冲之和圆周率的故事。 ”

嘉定区卢湾一中心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拿着冰皮月

饼制作的食材， 在家里与父母一起制作月饼。 “真不

敢相信， 这个月饼竟然是我自己做出来的， 爸爸妈妈

也给我点赞！” 一位二年级的小男生开心地说。 一些

小学还组织学生把亲手制作的月饼送到了临近社区的

空巢老人手中。 黄发垂髫一并赛诗、 品尝月饼， 场面

温馨快乐。

在杨浦区二联小学，造型不同、颜色各异的兔儿爷

不仅成为了孩子们的新朋友，也点燃了他们强烈的好奇

心： “兔儿爷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要祭拜兔儿爷呢？ ”

“月亮上真的有嫦娥和小兔子吗？ ”……学校大队辅导员

常杰邀请学校的科技教师收集学生们的疑问， 还就此

开设了《说说月亮上那些事儿》的科技微讲座。 科技教

师让学生们用卡片制作相关教具， 描述月亮 “阴晴圆

缺”的道理，还普及了“月球玉兔车”的相关知识。 沉浸

在学校设置的各种节日活动中， 不少小学生在亲身体

验、动手实践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趣味性。 常

杰说，有些学生甚至会进一步自发去研究、调查节日背

后相关的知识，将新知识传播给了老师和同学们。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通讯员 汤海明

■本报记者 李婷

杨浦区二联小学的学生们制作“祈福莲花”，寄托对自己、对家人、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二联小学供图）

■本报记者 张鹏

日前， 闵行区江川街道兰二党总支组织居民开展 “巧手做

月饼， 共话邻里情” 活动， 居民们在闵行饭店厨师手把手指导

下， 饶有兴致地学做月饼。 活动既传承了中秋的团圆文化， 又

增加了社区邻里间的情谊。 本报记者 赵立荣 通讯员 刘亚飞摄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