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建设文化强国输出热能
■ 包括中国美院、 上海老凤祥、 杭州网易云音乐、 江苏省

演艺集团等在内 ， 各参展方将在影视 、 广电 、 演艺 、 艺术品 、

出版、 版权、 设计、 时尚、 娱乐等多领域进一步激发创新创造
活力， 为建设文化强国输出长三角热能

借力最新“翅膀”

挖潜文化产业翱翔空间
330 家海内外单位参展首届长三角文博会，“提升文化新优势、

激发产业新动能”成备受关注的话题

约两万平方米的展区内 ， 上海

107 家 、 江苏 91 家 、 浙江 58 家 、 安

徽 63 家 、 海外机构及进出口企业 11

家———打开首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

博览会的参展商名录， 其中汇聚了多

家全国 “30 强” 文化企业、 文化产业

上市公司和领军文化企业 。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 日四天展会期间 ， 总共

330 家参展单位将在上海聚合 、 碰撞

出怎样的火花？

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

地副主任、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副院长向勇说： “文化创新力是一个

世界级城市群文化活力的不竭源泉 。

长三角文化产业谋求更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 必当围绕 ‘新’ 字来做文章。”

近年来， 长三角地区已成为全国文化

产业发展的重要创新引擎， 随着首届

长三角文博会即将举办， “提升文化

新优势、 激发产业新动能” 成为备受

关注的话题。

分享两个最新鲜的案例。 11 月 30

日 ， “城市之巅———全球 XR 创意媒

体未来探索展” 将在文博会主会场中

心舞台发布； 12 月 1 日， “新时代园

林在中国文化中的传承与表达” 将提

出 “园林文创” 这一既熟悉又陌生的

概念。 前者揭开长三角文化产业激发

“互联网+” 新动能的最新瞬间， 背后

是区域内不断培育文化产业新动力 、

新业态、 新模式的火热图景。 后者又

一次彰显了长三角文化产业的 “文

化+” 新思维： 融合创新、 跨界联动、

普惠人民。

在既有高地上， 借力最新的 “翅

膀” 挖掘翱翔的空间， 一条内涵深化

整合、 外延融合带动的文化产业发展

新路正在江海交汇处铺展开来。

以创新创造活力， 唱响
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本周四将与公众见面的展览部分，

将由一个序馆和 “价值链—出版、 媒

体和印刷展区” “新动能—数字内容

及文化装备展区” “新视野—艺术品、

设计和会展展区 ” “酷天下—影视 、

动漫及电竞展区” 和 “最乐活—演艺、

娱乐和时尚展区” 五大板块构成。 沪

苏浙皖的省市界限被打破， 行业领域

是唯一的分区逻辑。 与同类展会相比，

首届长三角文博会的策展思路， 本身

即创新。

“长三角是中国的长三角。”向勇从

这样的办展理念中读出两层意味，“长

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创新

驱动、转型升级。 这一地区肩负着贯彻

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肩

负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使命。 ”

此次参展企业里， 以创新唱响主

旋律、 传播正能量的成功案例， 不胜

枚举。

本月初，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在社

交网络上刷了一波存在感。 卖书的新

华书店可以借书， 全球首家 “共享书

店” 惊艳了合肥街头； 精耕出版业的

新华书店与海外动漫形象联手， 徽派

建筑、 黄山松、 功夫茶等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跟着动画片走向海内外。

大象点映 （上海） 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诞生在 2016 年年底， 不到两年，

这个能满足电影观众对特色化、 互动

性、 精品化观影需求的线上平台， 已

为优秀国产艺术电影走通了一条长线

放映之路。 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扎根于

上海和长三角厚重的人文和艺术底蕴，

积累了一大批精品剧目和德艺双馨的

艺术家。

在江苏， “紫金奖” 文化创意设

计大赛已连续举办了四届。 这一平台

上， 一批创意企业、 品牌产品和跨界

人才纷纷被激活。 创新机制的推动下，

苏州丝绸、 南京云锦、 宜兴紫砂等经

典产业创新发展、 传统地域工艺文化

的时尚化国际化表达， 俨然成为潮流。

浙江更是用连串 “第一” 印证了

创新活力。 中国报业第一股浙数文化、

演艺产业第一股宋城演艺、 电视剧产

业第一股华策影视、 广告产业第一股

思美传媒、 舞台装备第一股大丰实业、

影视特效第一股时光坐标等， 无不是

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一步一脚印。

本届文博会上 ， 包括中国美院 、

上海老凤祥、 上海大剧院、 上海耀客

传媒、 杭州网易云音乐、 江苏省演艺

集团、 杭州万事利丝绸等在内， 各参

展方将在影视、 广电、 演艺、 艺术品、

出版、 版权、 设计、 时尚、 娱乐等多

领域进一步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为建

设文化强国输出长三角热能。

借科创力量， 创造文化
领域更多“无中生有”

国家行政学院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祁述裕将数字内容产业视作当前文化

产业的领头羊、“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核

心”。在他看来，科技进步给文化产业带

来变革，全新的数字文化产业时代已降

临，“比之全国其他区域，科创力量是长

三角独一无二的魅力和能量，也是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的极佳突破口”。 文博会

期间， 推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培

育文化产业新动能和新业态，无疑是重

中之重。

作为全国经济发展最为繁荣的地

区之一，长三角是中国科技力量最为集

中、 科技研发 R&D 投入比例最高、科

研成果最为丰饶的地区之一。这里拥有

全国数量最多的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

合示范基地， 包括上海张江、 杭州、合

肥、常州、横店等。这里涌现了大量快速

成长的互联网企业， 包括巨人网络、阅

文集团、博库网络、华数数字电视传媒

集团、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沪江

教育科技等。

一个科创智慧高度聚焦的地区，一

个文化产业已形成高地的地区，完全有

能力打通科技与文化间的对话符码，催

生新业态，以此推动我国文化产业高质

量发展，推动新时代的文化消费升级。

有个现象值得一提———本届文博

会几乎所有参展方都将不同程度展示

移动互联、人工智能、大数据、新材料、

新视听等技术。 在专家眼中，各文化企

业还需要更富前瞻性的眼光，把文化产

业发展潜力转化为领先的产品和服务。

比如上海金山绿色创意印刷示范园，作

为“部市合作”联席会议的重要成果，该

园已在一年间探索出一条绿色包装和

绿色特种印刷的先行道路，放眼世界也

属前列。

不仅紧跟、引领时尚，更要借力科

技开凿出 “无

中生有” 的文

化 产 业 新 蓝

海。 这， 正是

业界对长三角

文博会的一大

期待。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 “推动长三角文化产业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系列报道

用制度的铠甲呵护民心柔软处
王彦

“最柔软的人群”和“最安心的照

护”———已在上海年轻父母群里火了

半年的一对词组又刷屏了。 前者指代

0-3 岁的孩子， 后者衡量着一座超大

城市的精细化治理能否让人民满意。

这对词组密集闯入大众视线，还

得从今年 “五一” 前夕说起。 4 月 28

日，上海在全国率先出台针对 0-3 岁

幼儿托育的 “1+2”文件 ，填补政策空

白，构建起首个幼儿托育服务体系。从

春到秋， 先行先试的五个区积累了哪

些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1+2”文件自 8

月全市施行后，又凸显了哪些老难题、

新矛盾？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了关于本市 0-3 岁婴幼儿

托育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

上海人常把 0-3 岁的孩子称作 “小

毛头”。 小毛头的吃喝拉撒睡， 说小不

小———这些小生命是一个个小家爱的延

续， 也终将关联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传

承。 按上海近年来平均每年有 20万左右

的新生儿计算， 他们牵系着的是 40万年

轻父母、80万祖父母。 小毛头啼笑间左右

着可观人群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

定程度上还影响着年轻劳动者的生产力。

所谓“人心最柔软处”，由此可鉴。

对于小毛头的大事，上海拿出的是“改

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智慧和

魄力。 城市人口老龄化加深、都市工作节奏

加快、新上海人逐年递增、二孩生育欲望不

强， 种种原因导致上海近年来人口问题难

以解决。 对此时代性难题，上海由市委市政

府领导， 集结 16个委办局和群团组织协

调工作，就是把“幼有所育”当成民生大事

来做，就是下大决心、花大力气，要啃下这

块硬骨头，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

小毛头的周边服务工作， 说大也不

大———托育机构的选址、功能、供餐、安

全、班级规模、人员配置等，哪一项都是

具体入微的工作。 0-3 岁的孩子正处于

一天一变的高速生长期 ，0-1 岁 、1-2

岁、2-3 岁的孩子在托育过程中面对的

问题不可一概而论。那么，这三个阶段的

托育缺口分别是多少？ 从黄浦等中心城

区到金山、松江等城郊地带，市民的需求

和现有托育机构的底数分别是多少？ 政

策对于“散养”抑或“圈养”有无科学可行

的指导方案？“幼有所育”应该谁来育、怎

样育？而对于不同收入的家庭来说，各自

能承受、愿负担的托育费用又有哪些差别？

“像绣花一样精细”的城市治理，投射在具

体的托育服务中， 就是要在小毛头的一冷

一热、小家庭的日复一日里下功夫。

关切小毛头的小事，上海用的是“绣花

心”。从大调研到政策出台、五区先试，再到

全市铺开， 随后专题询问———由微观到宏

观再入微观视角， 就是以问题和需求导向

不断汇总百姓在托育方面最急难愁的问

题。“蹲下身看蚂蚁”的姿态，就是希望及时

感知小家庭的操心事、烦心事，精准对接需

求，以期“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上海发展到今天， 城市治理的品

质绝不在于又多造了几栋摩天大楼，

而是看治理者是否在一砖一瓦、 一草

一木的场景里花心思， 能否以人民为

中心，持续推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

所居、弱有所扶。用制度的铠甲呵护住

民心最柔软之处， 这亦考验着上海创

造高品质生活的智慧之治。

（作者为文汇报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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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之际，世界首例

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宣布诞生。 昨天消息一

出，立刻引发学界激烈反对，国内生命科学界几乎震怒了！

“如此不尊重生命，是给中国科学界抹黑！”就在昨天傍

晚，百余位中国生命科学家联合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这一不

顾伦理、不负责任的实验。

“天生能免疫艾滋病”是一件好事，但了解技术细节和风

险的生命科学家却深知，这其中埋了多少可怕的“雷”。

改变一个基因，就能免疫艾滋病？ 可能
性不大！

昨天，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在深圳宣布，一对名

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本月在我国健康降生。 经

过修改 CCR5 基因， 这对双胞胎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

病。 她们由此成为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

消息甫出，立刻引起国内生命科学同行的强烈谴责。

“随意修改一个基因，即使没有脱靶，也可能产生不可

预料的后果。”中国科学院生化与细胞研究所研究员李劲松

用“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对生命太不尊重”来表达自己的愤

怒。 早在 2013 年，李劲松的实验室就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在

小鼠上实现了基因治疗。 “对生殖细胞进行强行突变，非常

危险！ ”他说，在基因编辑中，采用不同方式会产生不同后

果，被编辑的基因有些功能可能消失，但也可能产生一些新

功能， 现在的技术手段还无法完全控制，“两个小生命就这

样贸然诞生，她们完全没有自主选择权，这是对她们的生命

与健康的极端不负责。 ”

一位深入研究过 CCR5基因的学者告诉记者，该基因的

确在艾滋病病毒（HIV）早期入侵人体时发挥作用，但其涉及

的生理功能并不仅仅是 HIV感染，它对人体的免疫系统和心

血管都有影响。 更何况，HIV感染并非只有 CCR5一条途径。

因此，即使改变这个基因，也未必能完全让新生命对 HIV 免

疫。 “这种改变是否对未来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有所预期，或

者有足够的应对措施，我个人觉得都要打个问号。 ”

122 位科学家发表声明：“潘多拉魔盒
已经打开，要在不可挽回前，关上它”

昨天傍晚，国内生命科学领域 122位科学家发表联合声

明：强烈谴责“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这一无视伦理的临

床研究。 他们在声明中表示：“这项研究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

形同虚设。直接进行人体实验，只能用疯狂形容。 ”“程序不正

义和将来继续执行带来的对人类群体的潜在风险和危害是

不可估量的。 ”“国家一定要迅速立法严格监管，潘多拉魔盒

已经打开，我们可能还有一线机会，在不可挽回前，关上它。 ”

早在 2015 年，中山大学学者黄军就在全球率先利用基

因编辑技术修饰人类胚胎，引起全球科学家关注。 此后，在

美国召开的首届全球基因编辑峰会上， 科学家们达成一项

共识： 鼓励基因编辑的基础研究和在体细胞层面的临床应

用，但对于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需考虑技术、社会及伦理

问题，属于“限制级研究”。

去年，美国科学院公布《人类基因编辑：科学、伦理以及

监管》报告，以促进该技术更好地应用于人类疾病的治疗，

同时加强基因编辑的伦理规范。

从目前公布的伦理审查材料来看， 贺建奎这项实验的

伦理审查于今年 3 月 7 日通过， 而他宣称的基因编辑婴儿

诞生是在 11 月。 可见早在伦理审查通过之前，他已着手进

行这项实验，这显然并不符合伦理规范。

据了解，科技部与原卫生部已于 2003 年颁发《人胚胎

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 原国家卫生计生委也于 2016

年发布《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去年，科技

部最新颁布的《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安全管理办法》也明确将

“涉及存在重大风险的人类基因编辑等基因工程的研究开

发活动”列为高风险等级，要求各科研机构进行严格管理。

而贺建奎显然违反了上述法律法规。

无需基因编辑，也可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染

“对健康胚胎进行 CCR5 编辑是不理智的、违反伦理的，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

中国人的 CCR5 是可以完全缺失的。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全球健康及

传染病研究中心与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张林琦表示，HIV 感染的父亲和健康

的母亲已可 100%生出健康的孩子，根本无需进行 CCR5 编辑。

其实，即使母亲感染 HIV，只要通过药物降低并控制 HIV 浓度，即可阻止 HIV

的母婴传染。 这意味着，即使是出于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染的目的，也完全有更安全

可靠的方法，无需动用这项危险的研究。

据相关财经媒体透露， 除了做科研， 贺建奎同时还是生物医疗领域的一名商

人。 目前， 伦理审查中涉及的深圳某医院相关负责人否认了实验是在该医院进行

的，孩子也并未在该医院出生。 但从贺建奎接受自媒体的专访来看，基因编辑婴儿

降生当属事实。 究竟真相如何，还有待更深入的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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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大称对该项人体试验并不知情
昨天下午， 贺建奎所在的南方科技

大学发表声明表示， 对贺建奎副教授在
校外开展、 并未向学校报告的这项人体
试验十分震惊， 但并不知情。 对于贺建
奎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体胚胎研究，

该校生物系学术委员会认为， 其严重违
背了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 。 南科大表
示， 将立即聘请权威专家成立独立委员
会， 进行深入调查并公布相关信息。 同
时告知 ， 贺建奎已于今年 2 月进入三
年的停薪留职期。

昨天 22 时许， 中国遗传学会基因
编辑研究分会和中国细胞生物学会干细

胞生物学分会发表声明， 对此事表达了
强烈批评。 声明指出， 这一行为严重违
反了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 是违背医学
伦理和有效知情同意的违规临床应用。

中国从事基因编辑、 干细胞等前沿
生物技术研究的科学家群体坚决反对这
一研究， 建议涉事单位、 各级政府积极
调查， 采取必要手段厘清事实， 对于违
反法律法规的涉事人员予以严肃处理。

声明呼吁中国乃至世界的基因编辑
专家能够恪守相关行为规范 ， 严格自
律， 共同维护好基因编辑等前沿生物技
术领域的研究净土。

本报陕西记者站 西安市曲江池南路 286号 5栋 1201室
电话（０２９）89860038

本报地址： 上海市威海路 ７５５号 邮编： ２０００４１ 电子信箱：ｗｈｂ＠whb．ｃｎ

电话总机： （０２１）22899999 传真： （０２１）５２９２０００１（白天）

发行专线电话： （０２１）62470350

广告专线电话： （０２１）６２894223

定价每月 30 元 零售 1．0０ 元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本报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 ６号 ８门 ７层 电话（０１０）６７１８１５５１

本报江苏办事处 南京市龙蟠路盛世华庭 Ｂ７幢 电话（０２５）８５４３０８２１

本报浙江记者站 杭州市庆春路 １８２号 ７楼 电话（０５７１）８７２２１６９６

本报湖北记者站 武汉市长江日报路２８ 号２３ 楼 Ｅ2室 电话（０２７）８５６１９４９６

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
■ 几乎所有参展方都将不同程度展示移动互联 、 人工智

能、 大数据、 新材料、 新视听等技术。 在专家眼中， 各文化企
业还需要更富前瞻性的眼光， 把文化产业发展潜力转化为领先
的产品和服务

首届长三角文博会将在序馆内特设导言影片 《江海交汇， 国之重托》， 展现长三角文化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巨大能量和绚烂愿景。 （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