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文艺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
———上海市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侧记

昨天 ， 冷空气来袭 ， 友谊会堂内

却暖意融融 ， 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 700 多

名来自不同领域的文艺工作者代表齐

聚一堂 ， 为打响 “上海文化 ” 品牌建

言献策。

在欢笑声中 、 在阵阵掌声中 ， 大

家谈论最多的是在新时代如何牢牢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 把满足

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创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 ， 跟上时代发展 、 把握

人民需求 ， 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

人民， 用文艺的力量温暖人、 鼓舞人、

启迪人。

薪火相传， 上海文艺
事业的明天更可期待

这是上海文艺界的大喜事 ， 一大

早， 代表们便从四面八方早早赶来。

94 岁的指挥家曹鹏手拄拐杖， 精

神矍铄地出现在会场 。 “文化是一棵

大树 ， 文化越是根深叶茂 ， 国家就更

加兴旺。” 回忆起这几十年的音乐路 ，

曹鹏连叹 “幸运”， 鲐背之年的他依然

会登台 ， 放不下手中的指挥棒 ， “我

现在 94 岁了 ， 但我上了台就是 49

岁。” 老人说， “只要能多活一天， 就

想多普及一点交响乐。”

喜气洋洋的还有 93 岁的越剧表

演艺术家王文娟 ， 大红色羽绒服特意

搭配一条同色系的红围巾 。 她说 ， 文

联代表们团聚在一起 ， 总是很有亲切

感 ， “越剧是草根文化 ， 从人民中

来 ， 也要回到人民中去 。 越剧也要跟

上时代。”

经过多年精心打磨， 89 岁的作曲

家吕其明近期完成了 《红旗颂》 定稿，

不日将作为献给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

贺礼重新出版 。 “文联是文艺工作者

温馨的家 ， 它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凝

聚力， 帮助我们创造优秀作品。” 吕其

明说 ， 优秀作品都离不开人民 ， 这一

点在今天依然非常具有指导意义。

昨天最暖心的一幕 ， 莫过于傅希

如 、 吴虎生等上海文艺界青年代表向

坐在第一排的尚长荣 、 圣野 、 曹鹏 、

王文娟 、 吕其明等老一辈文艺工作者

献花。 1997 年出生的淮剧演员顾芯瑜

是年龄最小的代表 ， 看到这一幕她激

动不已 。 因为 ， 这不仅是致敬 ， 更是

德艺之馨的薪火传承和美好祝愿 ， 愿

上海文艺有更值得期待的明天。

使命担当，“艺术要为
人民， 不是一个简单的口
号”

会场上 ， 代表们不约而同地提到

了一个词 ： 使命 。 作为新时代的文艺

工作者， 大家深感责任重大。

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不久前

带领经典版 《天鹅湖 》 演出团队在德

国 、 奥地利 、 荷兰三国四地完成了长

达 41 天的巡演， 经典版 《天鹅湖》 在

海外巡演已经累计突破 100 场 ， 但她

不敢放松 。 为向国庆献礼 ， 今年上芭

将开启原创红色题材芭蕾舞剧 《闪闪

的红星 》 的全国巡演 ， 该剧的海外巡

演也在紧密洽谈中 。 “我们要讲好中

国故事 ， 用芭蕾艺术在世界上传播好

中国形象。”

“艺术要为人民 ， 不是一个简单

的口号。” 上海市摄影家协会主席雍和

直言 ： “作为新时代的摄影工作者 ，

要把当下人们的喜怒哀乐 、 汗水和梦

想都记录下来 ， 好的作品首先要有鼓

舞人心的力量。”

跨界融合， 以创意和
灵感拥抱新时代

如何拥抱新时代 ， 不断满足广大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求？ 面

对高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文艺创作能

否跟上节奏？ 昨天的会场上， 创新、跨

界、融合甚至互联网等话题 ，被热烈地

讨论着。

文联最年轻的协会之一———上海

市创意设计工作者协会主席汪大伟告

诉记者：“城市发展需要文化，文化发展

需要创意。 创意可以在街上、在居民小

区， 也可以在大型展会里、 在轨道交通

中。 ”特别是人流密集且快速通过的地铁

站等地， 用创意设计的理念打造舒适人

文环境，大有可为。 “海派文化要在当下

有新的发展，就必须拆除观念上的城墙，

使得各种文化在上海都有说话的一席之

地。 而汇聚了各种门类艺术家的文联，正

是这样一个平台。 ”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

会主席汪涌豪说。 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

席郑辛遥透露， 今年举行第十届上海美

术大展期间， 还将借助互联网开展美术

鉴赏和教育活动，提升人们的审美情趣。

与人民在一起发现美发现朴素的力量
上承优秀传统，下启上海文艺新时代新篇章，市文联主席奚美娟表示———

这一天， 有两个画面反复浮现在

奚美娟的眼底、心底。 一个是早上开会

时， 青年文艺家向到会的老一辈艺术

家献花致敬的场景； 一个是下午她当

选新一任上海市文联主席后， 四面八

方向她投来温暖又充满希冀的目光 。

上承优秀传统， 下启上海文艺的新时

代新篇章———奚美娟对文联未来工作

有了初步设想。

她说 ：“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 。

文联作为文艺之家， 会努力把大家凝

聚起来，助推年轻艺术家成长，助推优

秀作品留下来。 就像我们传承上一辈

的宝贵财富一样， 我们也希望通过自

己的努力，为所处的伟大时代、为我们

的下一代留下精品力作。 把为时代贡

献优秀作品， 作为文艺工作者的立身

之本。 ”

从 1950 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文代

会至今，69 年里，历届主席和主席团为

文联事业所做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 为新一届市文联主席团树立了榜

样，奠定了基础。 奚美娟及其同仁手中

握有的 ， 是历史沉淀下的宝贵财富 。

“进一步利用文联平台 ，助推 ‘上海文

化’品牌的打磨，是我们的工作应尽之

责。 ”

而品牌的擦亮，无疑离不开作品。

奚美娟建议， 从时代里汲取营养，“这

个时代波澜壮阔， 我很庆幸自己生活

在这样一个大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背

景下， 文艺工作者应当感受着人民的

感受，去表现真实的生活。 她说：“我们

能做的，就是始终与人民在一起，投身

到火热的、 壮阔的、 深刻的社会生活

中。 用我们善于发现美的眼睛，用我们

的笔、歌 、舞 、戏剧 、电影 ，用我们的智

慧 、艺术和情感 ，用我们所有的能力 ，

创作出精品，贡献给时代。 ”

她还特意提到了“朴素”二字，“不

仅要发现美，还要发现朴素的力量。 ”

朴素看似不起眼 ，但其实 ，朴素的美 、

朴素的情感，往往拥有长久的感染力。

面向未来，全新履职，奚美娟谈到

了“忐忑”。 尤其因为，这个时代给所有

文艺工作者出具了不一般的考题。

在奚美娟年轻的时候， 年轻人从

艺术院校毕业后， 会被分配到各个国

有院团。 成长道路上、创作过程中，他

们几乎不用与市场环境直接面对面 。

但时代隆隆前行， 年轻演员的成长路

径大大改变。 许多艺术生人还未出校

门，已经进入社会，甚至有了自己的经

纪公司。 奚美娟认为，“路径不同，这是

大势所趋”，但有句话是她的老师当年

讲的，现在依然对年轻人有效———“进

入社会 ， 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成

才、修德更是一辈子的事。 ”

事实上， 这也正是昨天青年艺术

家向老一辈艺术家献花时真正触动人

心的缘由———“老一辈留给我们的，不

止是艺术上的财富， 还有精神的财富。

‘德’字当先，这是中国文艺界一以贯之

推崇的，也是每个时代真切需要的。 ”

奚美娟表示， 作为上海文艺工作

者的精神之家， 市文联在引导年轻人

崇德尚艺、 助推青年文艺家成才方面

可以有所作为。 “我们有演艺工作者联

合会，可以做些规划。 ”

这位市文联新主席说， 市文联旗

下的 15 个文艺家协会如同一颗颗闪

亮的珍珠。 只有这些珠子生机勃勃地

闪着光亮， 文联这个平台才会真正璀

璨辉煌，文联大家庭才有了意义，才会

更温暖。

微软全球最大人工智能
和物联网实验室落户张江

本报讯 （记者唐玮婕） 浦东新区与微软

（中国） 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备忘录、 张江集

团与微软 （中国） 微软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实

验室合作伙伴协议签约仪式昨天举行， 全球

规模最大的微软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实验室落

户张江科学城。

浦东新区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核心承载

区， 近年来着力打造优质的创新生态， 随着

张江科学城建设推进， 一批大科学设施先后

建成， 新兴产业发展迅速， 尤其是人工智能

领域基础较好、 需求强劲、 前景广阔。 微软

公司近年来在人工智能和云计算领域增长迅

速， 此前已经与浦东有较好合作基础。

此次战略合作是浦东新区和微软公司面

对人工智能技术浪潮而深化合作的有力举

措。 合作将充分利用张江科研资源雄厚、 创

新要素集聚和综合配套完善的良好条件， 发

挥微软品牌、 服务、 技术和产业链优势， 以

微软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实验室为支撑载体，

推动人工智能及物联网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深

度融合 ， 通过在传统产业智能制造转型升

级、 人才培养、 商业模式创新等领域不断开

拓， 打造产业、 企业、 人才集聚的创新生态

系统。

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祖亮出席。

■ 人工智能是推动浦东高质
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目前， 浦
东人工智能取得了高速发展， 已
集聚起上百家人工智能相关企业
和机构， 一批快速成长的科创企
业不断涌现， 基本形成了从底层
数据基础、 算法核心技术到全行
业赋能应用的全生态体系

■ 为了厚植技术研发优势 ，

浦东正在从建设具有国际水准标
杆意义的人工智能未来实验室 、

引进国内外科研院所和科技巨头
建立人工智能创新平台这两大方
面积极展开布局

张江人工智能岛：布局国际水准生态圈
将构建更智能、更便捷、更愉快的办公、研发、生活社区

微软旗下全球最大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实验

室昨天落定张江人工智能岛， IBM 上海新总部

及研发大楼紧随其后将于今天宣布在张江开启。

两大国际科技巨头 “前后脚” 的大动作， 透露

出浦东新区布局人工智能产业的深度： 厚植技

术研发优势， 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人工智能未

来实验室， 引入国内外科研院所和科技巨头建

立人工智能创新平台， 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人工智能生态圈。

微软来了，IBM 也来了

继美国西雅图、 德国慕尼黑之后， 昨天宣

布落地张江的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实验室是微软

亚太首家、 全球第三家。 这个实验室是微软助

推人工智能和物联网解决方案及应用创新研发

和产业化而专门设立的全球性研发机构， 主攻

协助更多企业开发自己的物联网产品和解决方

案， 推动在制造 、 零售 、 医疗高科技 、 金融 、

公共事务等行业的人工智能及物联网与企业数

字化转型的深度融合。

“张江的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实验室会是截

至目前微软全球规模最大的一个。” 微软大中华

区副总裁兼市场营销及运营总经理康容告诉记

者， 建成后， 这里每年可以为多家入选实验室

的企业提供涵盖 “创意孵化、 设计研发、 测试

实验、 原型生产、 技术支撑、 市场合作、 运营

辅导” 七大阶段 “端到端” 的智能制造产品研

发创新升级服务。

实验室选址张江科学城人工智能岛， 总面

积 2800 平方米 ， 计划于今年 4 月正式运营 。

“我们非常看好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市场前景， 微

软会带来全球最领先的技术。” 康容表示， 将尽

力推动人工智能生态链的融合， 让更多行业的

实际应用落地上海。

几乎在微软 “落子” 的同时， 另一家国际

科技巨头——— IBM 今天宣布把上海新总部及研

发大楼放在张江人工智能岛。 IBM 上海新总部

及研发大楼将集聚总部管理、 研发、 客户展示

等功能为一体。 其中， 新设立的大中华区第二

个客户中心——— IBM 客户中心 （上海） 将全方

位展示其最新的技术和解决方案。

一座人工智能最集聚的“岛”

微软和 IBM 双双把落脚点放在了张江科学

城的人工智能岛。 这座充满未来想象力的 “岛”

位于张江中区， 总面积达 10 万平方米， 有望成

为上海人工智能企业最密集、 类型最丰富、 产

业人才最集聚的地方。

“两大国际巨头的集体入驻， 将引领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方向， 加速形成创新生态系统。”

张江集团董事长袁涛表示， 经过多年持续积累，

张江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速， 语音识别、 视

觉识别技术世界领先 ， 信息处理 、 智能监控 、

生物特征识别、 工业机器人、 无人驾驶逐步进

入实际应用。 加速积累的技术能力与海量的数

据资源、 巨大的应用需求、 开放的市场环境有

机结合， 形成了张江人工智能发展的独特优势。

截至目前， 张江共有超过 70 家人工智能企业，

几乎覆盖整条产业链。

张江科学城最具代表性的人工智能企业核

心技术和产品， 将率先应用在张江人工智能岛，

让 “岛上居民 ” 的办公 、 研发 、 生活更智能 、

更便捷、 更愉快。 未来， 张江还将以人工智能

岛为主轴 ， 加快人工智能 、 大数据 、 云计算 、

区块链、 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等数字产业项目

在张江中区集聚， 将技术和应用扩散至整个科

学城， 与其他产业交叉融合。

集聚世界创新大脑，建设未来实
验室

人工智能是推动浦东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

动力。 目前 ， 浦东人工智能取得了高速发展 ，

已集聚起上百家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和机构， 七

牛云等一批快速成长的科创企业不断涌现， 基

本形成了从底层数据基础、 算法核心技术到全

行业赋能应用的全生态体系。

记者了解到， 为了厚植技术研发优势， 浦

东正在从建设具有国际水准标杆意义的人工智

能未来实验室、 引进国内外科研院所和科技巨

头建立人工智能创新平台这两大方面积极展开

布局： 一方面， 加强前瞻性研究， 集聚世界一

流科学家、 学者开展人工智能基础理论、 核心

算法以及脑科学、 基础系统等方面的基础研究，

实现高端引领发展； 另一方面， 通过开放创新

平台， 鼓励产学研合作， 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现代化人工智能生态圈。

在业内专家看来， 建设人工智能实验室是

抓住未来发展先机的战略布局， 浦东也要正视

当下弱人工智能推动行业应用爆发的价值所在，

加速推动人工智能新技术 、 新产品 、 新模式 、

新成果应用落地， 为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新

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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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本报记者 唐玮婕

制图： 李洁

▲张江人工

智能岛效果图。

 张江人工智能岛航拍图

浦东人工智能
取得高速发展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奚美娟

■本报记者 李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