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南京路步行街，曾是上海商业乃至中国商业的标杆。但改革开放
40年后的今天， 这样的路口不再是唯一———从这里向四面八方望去，一
栋栋城市商业综合体拔地而起。2017年，上海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近1.2万亿元，是1978年的200多倍，居全国城市第一位。上海首
店、品牌首发是今年国际消费城市建设的重要关键词

■本报记者 徐晶卉

从“中华商业第一街”地标看申城商业蜕变
南京东路西藏中路交叉口，两家大型商场相继全新升级，一批“最新最潮最前沿”竞相入驻

南京东路西藏中路路口，人流交织。这里

是上海的心脏地带，也是上海商业的起点。从

这里往东走，就是全长 1033米的南京路步行

街，落成至今已有 20年，素有“中华商业第一

街”美誉，成为了全球旅行者在上海观光的必

到之地。十字路口不曾改变，但路口的风景不

断推陈出新，像是 40年上海商业“进化”的见

证者。就在这两个月，路口的两大“地标”———

上海市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和上海世茂广场先

后完成改造，全新亮相，两家商业综合体一口

气带来了几十家首店， 把南京东路再次推向

商业最新最潮最前沿。

十字路口的“改头换面”

南京东路、 西藏中路交接的十字路口，

有两家颇有来头的购物商场。 首先是第一百

货，根据 1985年的统计显示，一到节假日，第

一百货新安装的全市商场唯一自动扶梯前经

常排起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队。 上世纪 90 年

代，抓住南京路大改造的机遇，第一百货不断

“变大”：1997 年， 第一百货东楼开业；2007

年，第一百货新楼建成，商店经营面积扩大到

7万多平方米。而在另一边，上海世茂广场于

1998年动工，2004年对外营业。

然而在 2010 年后，因受电商冲击，这个

路口发生了变化。人来人往的流量带动不了

销量 ， 购物商场们发现 ， 自己可能 “老 ”

了———经营模式、品牌定位都难以满足快速

变化的消费市场。去年 6 月，第一百货和世

茂广场同时闭店调整。经过了一年多的升级

改造，上海世茂广场和第一百货商业中心正

式开业。改头换面后的两大综合体不仅“颜

值”变得更加年轻、更加时尚，而且重新调整

了定位。与东方商厦“合体”之后的第一百货

商业中心对近七成品牌进行了变更，包括阿

迪达斯亚太中心旗舰店在内的一大批上海

首店、中国首店入驻；而上海世茂广场成功

实现 90%的招商替换率， 引入耐克全球旗

舰店、M 豆巧克力世界亚洲唯一旗舰店、乐

高亚洲首家城市中心旗舰店等一大批首店。

路口外的风景

以这个路口为代表的南京路步行街，曾

是上海商业乃至中国商业的标杆。但现在，这

样的路口不再是唯一———从这里向四面八方

望去，一栋栋城市商业综合体拔地而起。2017

年， 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 1.2 万

亿元，是 1978年的 200多倍，居全国首位。

市商务发展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上海

城市商业综合体发展情况报告 （2017-

2018）》（简称《报告》）显示，申城城市商业综

合体在过去几年又一次迎来了大发展， 数量

已经从 2015 年末的 151 家增加到 2018 年

10月的 255家。截至今年 10 月，上海城市商

业综合体商业建筑面积达 1828万平方米，占

全市商业建筑面积超过 20%。“从数量和面积

来看， 上海城市商业综合体仍处在快速发展

期。截至 10 月，今年新开（含试营业）城市商

业综合体数量达到 30家，新增商业建筑面积

191万平方米。”上海市商业信息中心主任朱

桦表示，从经营水平指标来看，营业额增幅仍

然处在较高水平， 去年全市已开业城市商业

综合体总营业额达 1562 亿元 ， 同比增长

16.8%，剔除新增因素，营业额同口径同比增

长 6.8%，“上海购物”对上海经济发展的贡献

度进一步增强。 茛 下转第六版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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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壮美广西 共圆复兴梦想”

习近平总书记为广西题词

———热烈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

书写八桂大地繁荣发展新篇章
荩 均刊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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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期望寿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72.77岁提高到83.37岁， 市民三大健康

指标连续十多年保持世界领先水平，成

功抗击 “非典 ”、人感染H7N9禽流感等

重大传染病 ，在全国首创医联体 、家庭

医生制度……改革开放40年，上海医疗

的最大成就感无疑是将一系列卫生工

作真切地写在了老百姓的健康上。

昨天，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与文汇报

社联合召开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上海卫生改革发展20件事” 新闻发布

会，最终揭晓了20件事，并探讨总结上海

卫生工作经验， 希冀继续办好人民满意

的医疗。

追求卓越，办人民满意的医疗

追求卓越，是上海的城市精神，这点

也写在上海医疗的特质上。 上海市卫健

委表示， 上海已成为异地患者流入最多

的省份，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的能力不

断增强。 老百姓的脚步是对上海优质医

疗的肯定， 这也是上海卫生系统多年来

不遗余力“办人民满意的医疗”的结果。

40年来， 上海医疗临床水平持续提

升，离不开一项影响深远的改革。上世纪

90年代，为遏制过快增长的医疗费用，上

海在全国首次提出医疗费用 “总量控

制 、结构调整 ”，即调整医院收费结构 ，

降低药品 、检查收费 ，提升体现医务人

员技术的劳务价格 。在此基础上 ，上海

大力投入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 ，向医学

学科和人才高地进军，一批优势学科正

是在这40年里迅速冒尖———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王振义及其学生陈竺、陈赛娟、陈国强“一

门四院士”， 创建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

病诱导分化治疗方案，为人类贡献肿瘤治

疗新方法，被国际公认为“上海方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打通 “医-

研-产”创新链：葛均波院士团队主持研

制国际首个可降解涂层新型冠脉支架；

樊嘉院士团队研发两项 “全球首例”（试

剂盒与检测系统）， 让肝癌无所遁形；携

手 “上海联影” 实现高端医疗设备国产

化，每年至少为患者节省十多亿元支出。

体系建设，织密城市健康守护网

“上海卫生经费投入在全国、全世界

都不算高。”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金春林分析，上海医疗40年发展

有两大鲜明特点：不仅质优，而且高效。

这得益于上海接力不断地投入科学

的医疗体系建设。

过去40年里， 有一场医疗领域的战

役令许多人记忆犹新，那就是2003年的抗击“非典”。面对这场突

如其来的生命之考，上海通过建立以信息收集、疫情监测、定点

救治、消毒隔离、信息公开等十个关键环节为重点的防治策略，

最终实现了“无疫情暴发、无社区传播、无医务人员感染”的“上

海奇迹”，轰动全国。这一有效抗击重大传染病的“上海模式”获

得国际认可，也正是“非典”，拉开了上海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的序幕。过去15年 ，连续四轮建设 ，上海筑牢公

共卫生安全防护网 ， 保障居民健康水平不断巩固提高 。2017

年 ， 上海户籍人口期望寿命83.37岁， 上海地区孕产妇死亡率

3.01/10万、婴儿死亡率3.71‰，三大指标全国领先并达到世界发

达国家和地区水平。

不止于此，回首40年，这座城市的健康守护网在不断织密：

上海率先在国际上设立妇幼生命救治网，即“5+6”市级危重孕

产妇、危重新生儿会诊抢救中心； 茛 下转第六版

荩 刊第三版

新华社播发述评《中流击楫 破浪前行》

从改革开放40年看中国砥柱

影像再现40年奋进与变迁
体会百姓生活寻常温情

《大浦东》《大江大河》《外滩钟声》三部“上海出品”今起陆续开播

曾记否， “世界上最小的证交所” 就

在上海静安区？ 曾记否， 1978 年的高考扭

转了多少人命运的航向？ 曾记否， 黄浦江

上的渡轮是无数清晨人们既爱又恨的唯一

过江工具？ 曾记否， 弄堂里叫 “阿美” 或

“阿根” 的年轻人因一张个体经营执照扬眉

吐气？

改革开放 40 年， 我们成长或老去， 但

人生风景里那一处处重要驿站， 不曾消弭、

不会远行。 浓烈的奋进也好， 淡淡的温情

也罢， 一个个 “曾记否” 都被记得， 每一

回首， 就会奔涌而来。

从今天起， 三部 “上海出品” 电视剧

陆续开播 。 《大江大河 》 与 《外滩钟声 》

今晚率先登场， 落户平台分别是东方卫视

和北京卫视、 安徽卫视和浙江卫视。 明晚

起 ， 《大浦东 》 将在央视一套重磅开播 。

这三部上海出品、 上海取材、 上海视角的

剧集， 将从经济、 金融、 城建、 生活等各

层面重温我们共同走过的改革开放之路。

至此 ， 2018 年在全国荧屏上亮相的

“上海出品 ” 电视剧已达 25 部 。 当那些

“曾记否” 被收纳在电视剧中， 城市的沧桑

巨变、 城市中个体命运同时代风雷的热烈

交缠， 一一再现。

涓滴汇成河，剧中人演绎

“奋斗者才幸福”的时代真谛

《大浦东》 由王义明导演， 张强编剧，

张博、 李念等主演。 《大江大河》 由孔笙、

黄伟执导， 袁克平、 唐尧编剧， 王凯、 杨

烁等主演 。 《外滩钟声 》 由管虎总导演 ，

费振翔导演， 洋子、 李云良编剧， 俞灏明、

吴谨言、 陈瑾、 牛犇等主演， 黄浦江边的

堤岸与大钟， 天然连着一座城的变迁故事。

大格局皆因大时代， 孔笙说， “时代

之大， 每个亲历者都感同身受”。

《大浦东》 的大， 堪称首部全景式描

写浦东开发开放进程的电视剧。 它从 1986

年写到 2017 年， 以 40 多名主要人物的容

量， 以金融业为主题来阅读上海经济的发

展、 城市产业升级的步履、 上海代表中国

面向世界的合作与竞争。 《大江大河》 的

大， 在于包罗了都市、 城镇、 乡村， 包罗

了工农商， 包罗了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和

个体经济的变化和发展。 《外滩钟声》 的

格局大， 既是纵轴上的， 它跨越 30 多年，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一直讲述到九十年代初；

也是横轴上的， 任意切入剧中时间， 都能

触摸到彼时彼刻的上海一景。

格局虽大， 但几部剧不约而同以细节

写出城市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

《大浦东》 的开头是青年的成长心事。

1990 年前夕， 财经院校大四学生赵海鹰跌

到了人生谷底。 他从家里搬出， 住进了洋

泾浜老街的出租屋， 希望少时的记忆和热

情的老街坊们能安抚自己受挫的心。 与此

同时， 他在财经大学的同学谢天阳、 陈梦

蕾、 吴一白等人， 纷纷在浦东开发开放的

前夜 ， 在中国的股票史仍处于孕育期时 ，

不得不面对前程的分岔路。 他们有的雄心

勃勃， 认为上海将是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

有的迫不及待想出国， 立志去华尔街闯荡。

《外滩钟声 》 的切口直接深入 “弄

堂”。 茛 下转第二版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内地规模最大的董其昌书画艺术展 《丹青宝筏———董

其昌书画艺术大展》连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154件（组）

书画精品系统呈现董其昌及其时代的书画艺术成就与意

义。昨天，上海市区气温普遍在4?左右，还时有小雨，但慕

名而来的观众并没有受寒冷天气影响，依旧兴致勃勃。

上图：观众冒着冬雨在上博门口排成长队等候进场。

本报记者 张勇摄影报道

天寒雨飘 热情不减

■人民日报社论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基层行

寻觅散落海外的
中国近现代美术珍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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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起，三部“上海出品”电视剧陆续开播，将带领观众从各个层面重温改革开放之路。从左至右依次为《大江大河》《外滩钟声》《大浦东》剧照。 （片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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