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永年路 171弄 6号公有房屋承租人：翁伟，租赁部位：三层亭子间。 上
述房屋已于 2018年 12月 3日起列入黄浦区 67街坊西块项目房屋的征收范围。

现黄浦区 67街坊西块项目的征收工作已经开始，因本公告的公有房屋承租人不
居住在上述房屋内，故无法当面与你协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事宜。 请上述房屋相
关公有房屋承租人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与征收实施单位联系，配合协商房屋征
收补偿安置具体事宜。

公告期满后， 如你未能与征收实施单位联系， 为了保护你户征收利益最大
化，届时将由公房管理部门代为签约。

征收实施单位：上海市黄浦第五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顺昌路 606号
联系人：赵经理
联系方式：63390679、63370526

公 告

再次以失败落幕的国足留下什么疑问？
沈雷

又一届中国男足以失败结束了自己的大

赛使命。 在 0 比 3 不敌伊朗队后， 国足止步

2019 年亚洲杯八强。 尽管这是自 2004 年本

土亚洲杯荣获亚军以来， 国足在这项亚洲最

高级别足球赛事中取得的最好成绩， 但先后

完败于韩国、 伊朗两强， 检验出了中国足球

与亚洲顶级队伍之间巨大的实力差， 也让国

足在告别时的心碎带着更多无奈的意味。

挥别亚洲杯的国足， 也即将告别一个时

代。 这支平均年龄高达 29.1 岁的中国男足，

队内多位核心球员很可能就此淡出乃至离开

国字号舞台。 38 岁的队长郑智赛后失声痛

哭，“足球运动有自己的规律， 毕竟需要身体

体能基础，对我的年龄来说，冲击下一届世界

杯没有太大的意义……”代表国足征战 16 年

的郑智哽咽着向中国球迷道歉，因为自己“没

有为国家队带来什么”，他在“告别辞”里写满

了不甘。 作为史上唯一一位年近不惑依然在

中国男足担任场上核心的球员， 郑智配得上

所有人的尊重， 清教徒式的自律以及对足球

运动由衷的热爱，才让他能够坚持至今，而这

恰恰是大部分中国球员所缺少的特质。

无论是战斗到最后一分钟的郑智， 还是

犯下致命错误的 33 岁老将冯潇霆， 这苦涩

的结局终将成为伴随他们一生的回忆。 诚如

央视解说员贺炜所言， “这些球员是结果，

而不是原因”。 中国职业联赛过去数年的辉

煌再次拔高了球迷们对于国足的期待， 而事

实证明， 中国足球仍在为十余年前的偏航还

债， 薄弱的根基之上怎能一夜起朱楼？ 就此

而言， 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中国男足仍将在相

对较低的水准附近徘徊。

同时告别的 ， 还有意大利名帅里皮 。

“银狐” 在赛后第一时间宣布， 将不再继续

执教中国队 。 2016 年 10 月里皮接过教鞭

时， 在世界杯预赛中连战不胜的中国队正处

于信心和士气的低谷， 而他在短时间内为球

队注入了新的气质， 尽管最终距离获得十二

强赛附加赛资格仅一步之遥， 但对于已经缺

席这一阶段世预赛 15 年的国足，成绩值得肯

定。 此后里皮曾因热身赛成绩不佳陷入舆论

危机， 但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从未放弃过中

国队可能创造奇迹的念想———“如果 2030 年

才出线的话， 我会拄着拐杖来庆祝中国队进

军世界杯。 ”较之前任洋帅们，在里皮的语境

中，他与中国足球始终是一体的，是“我们”。

即便在离开时， 意大利老人给出的官方理由

依然是需要离家近一些， 需要与家人更多地

生活在一起。 没有苛责，没有埋怨。

已经足够成功的里皮不需要通过中国足

球证明什么， 而中国足球则不得不面对一个

在里皮入主国足时就由国内媒体提出的 “终

极提问”：“连里皮也救不了国足，我们还能开

出怎样的猛药？ ”在目前中国足球的背景下，

教练能力决定球队的下限， 而球员资源决定

上限。其实任何关于中国足球未来的提问，都

只有一个答案： 按世界足坛认可的足球规律

办事，另辟蹊径只会走更多的冤枉路，在普及

足球的前提下才可能等来球员资源的爆发，

需要投入，更需要耐心。而“猛药”也绝不可能

放弃，推倒重来不是发展中国足球的捷径，高

水平教练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激发现有球员的

能力，中国男足需要“赢得该赢得的比赛”，需

要维持在一定的高度以积累自信， 这样才能

为下一次可能的爆发搭建合适的平台。

再一次以失败落幕的国足留下了疑问，

但其实也早已留下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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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艺术界常常可以

看到这样的情形： 一部舞台

剧刚刚上演， 就会听到有评

论家直呼： 这是我看过最好

的艺术剧目； 一部几十万字

的长篇小说刚出版， 便会收

获满盘盛赞， 收获各种评论

排行桂冠。

这固然是许多文艺评论

家看到佳作难掩惊喜与兴

奋， 可话说得太早太满， 奖

给得太集中， 真的有益于新

作的打磨和新人的成长吗 ？

在聚光灯下颁奖过后， 真的

有助于年轻的创作者沉下心

来， 持续创作出有质量、 有

分量的作品吗？

为此 ， 有评论人士呼

吁 ， 别急着 “交口称赞 ” ，

更别急着轻易 “封神 ”， 让

新人新作 “先飞一会儿 ” ，

让作品有打磨成精品的足

够空间 。 负责任的评论界

在深思熟虑 、 字斟句酌后

给出冷静的判断 ， 而任何

时候真挚的批评对创作者

来说 ， 远比敷衍的掌声与

鲜花更有裨益 。 一部优秀

的艺术作品的诞生 ， 需要

的是一个真诚专业的良性

评论生态。

不要让一片盛赞
成为留不住的泡沫

时下， 剧团里那些备受

关注的创作项目甫一问世 ，

就成为国内评论界竞相 “发

声” 的样本。 比如， 有新剧

目一问世， 先不谈沉淀打磨

数月， 旋即展开浩大巡演 ，

所到之处， 收获千篇一律的

“盛赞”。 长篇小说创作研讨

会上， 不管有没有认真读完

整部作品， “当代红楼梦 ”

等等称号已被叫响， 激动之

下， 完全忘记了评论者该有

的初心和本意。

曾有一位擅长写作杂文

的青年作家初出茅庐， 就有

人寄希望其成为 “当代鲁

迅 ”， 评论研讨变成一场场

“造神” 狂欢， 这样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 这位年轻

作家后来不但没能在创作的路上走远， 反倒利用积累

的名声， 做起了娱乐快消产品。 对他来说， 生意比创

作重要了。 这些产品已不必说艺术价值有待商榷， 就

连普通观众也在掏完腰包后感到不满足。

如果说 “棒杀” 是对创作热情和信心的扼杀， 让

新人自此一蹶不振， 让新作一演就挂， 那么 “捧杀”

则无疑将其送上另一个极端 。 业界有专家清醒地直

言， “交口称赞” 看似为创作者与作品迎来一时的风

头， 为营销提供不少夺眼球的素材， 但长此以往， 本

可以从起步就发现的短板得不到弥补， 对于文艺原创

力的发现和提升， 将会产生压制甚至扭曲的负面作

用， 最终成了 “捧杀”。

而 “交口称赞” 带来的各种曝光度， 无疑会加速

消耗着一部作品的真实生命力， 面对不少言过其实的

所谓 “诚意推荐” 之作， 受众的信任度越来越低。 这

也就难怪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 评论家何平曾发出感

慨———有些作品刚刚开完研讨会， 对读者的吸引力就

没有了。

文艺批评应该提供健康可持续的创
作环境

所幸， 眼下一些创作者看待自己的创作似乎更为

客观。 面对 “一片叫好”， 一些成名的作家艺术家称

只看作是 “一种鼓励罢了”； 年轻的创作者中也不乏

清醒者： 一位 “80 后” 的舞剧编导在创排阶段， 直

言不会听赞誉， 只坚持锱铢必较， 最后有了立于舞台

的细腻流畅； 一位 “90 后” 作家经由网站发文起家，

他说网上读者会给出理性真实的观感， 让他能够看到

自己作品存在的不足。

不管是 “锱铢必较” 还是 “前行摸索”， 正处于

加速度起飞之时， 最需要一个不受杂音干扰的创作环

境。 而一部新作问世， 有些艺术家不得不先对评论界

亮明态度 “我就是来听批评的”。 这也印证新作纵使

再瑕不掩瑜， 也需要有人在叫好之中， 率先指出可以

被打磨、 修正之处， 与艺术家携手朝着更有艺术价值

与思想深度的 “高峰” 进发。

遥想当年巴金的长篇小说 《灭亡》 《家》 《春》

接连问世震动文坛， 可著名评论家李健吾在评论中却

直言： “他用叙事抵补描写的缺陷”， 顺带与茅盾的

“拙于措辞” 两相对照， 这还引发巴金的 “自白”， 二

人在刊物上对话讨论， 所涉问题早已不是一部作品的

优劣高下， 而是指向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深处， 启

迪更多读者与作者。 直至晚年， 李健吾与巴金仍没有

断了联系， 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理解和情谊， 成为文

坛一段佳话。

文艺批评， 理当有这样的使命与自觉。

■
“文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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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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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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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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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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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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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婷

①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将于 1

月 27 日恢复向公众开放。

②纪念馆主楼内景还原了宋庆龄

日常生活的场景。

③纪念馆主楼二楼， 宋庆龄的办

公室。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制图：李洁

①

②

③

在这里，宋庆龄迎来上海解放
经过近一年保护性修缮，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明天恢复开放

淮海中路 1843 号， 一幢红瓦白墙的欧

式建筑静静矗立了近一个世纪。 这里是宋庆

龄从事国务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 也是她一

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正是在这里， 宋

庆龄迎来了上海解放， 同样是在这里， 宋庆

龄欣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 北上出席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并当

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历经近一年时间的保护性修缮， 上海宋

庆龄故居纪念馆将于 1 月 27 日恢复向社会

公众开放。 这一天， 也是宋庆龄诞辰 126 周

年的纪念日。

“可爱的家”，处处留存着
宋庆龄生活、工作的痕迹

宋庆龄波澜壮阔的一生， 与上海紧密相

连。

故居建于上世纪 20 年代初， 宋庆龄于

1949 年春天迁居此处， 从此这里成为承载

她 “家的记忆， 国的情怀” 的重要场所， 她

所创建的新中国妇幼文化福利事业等都是在

这里酝酿和筹划的。

故居主楼是一幢白色砖木结构的建筑。

楼前有宽广的草坪， 楼后则是花木繁盛的花

园， 周围樟树环绕， 葱茏苍翠。 这里被宋庆

龄视作 “可爱的家”， 里面的一物一景、 一

花一草， 无不留存着她生活、 工作的痕迹。

鸽棚里， 尚有数十羽鸽子； 车库中， 停放着

宋庆龄曾使用过的汽车。

走进楼内， 底层为客厅、 餐厅、 书房。

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邓小平等都曾来

此看望她。 上世纪 50 年代， 听闻宋庆龄不

慎摔倒， 毛泽东命人从北京送来了四条羊毛

地毯， 其仿制品至今铺设在故居的地板上。

在这里， 宋庆龄还会晤和宴请了很多来访的

各国贵宾， 促进中外交往。

二楼是卧室和办公室， 室内的一套藤木

家具是宋庆龄结婚时父母送给她的嫁妆， 沙

发和茶几是孙中山使用过的。 还有母亲的画

像、 友人赠送的礼品等， 无不透出一种家的

温馨。

据史料记载， 故居最初为一位希腊船王

所建， 建筑本身也颇具观赏性和艺术价值。

建筑本体的船型外观在衡复历史风貌区独树

一帜， 红瓦四坡顶、 卵石墙面、 帆船图案的

百叶窗等都极富特色。

以文物保护为前提 ，“修
旧如故、以存其真”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于 1981 年 10 月

揭牌建馆， 1988 年 5 月起向社会公众开放，

其中主楼曾先后于 1990 年和 2006 年进行过

两次全面修缮。

“上海宋庆龄故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文物的唯一性、 不可替代性和破坏过

程的不可逆性， 使得此次修缮工程的意义超

出了一般的建设工程。”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

念馆相关负责人介绍， 第三次修缮工程坚持

“修旧如故、 以存其真” 的原则， 尊重文物

建筑的历史、 科学和艺术价值， 以文物保护

为前提和目的， 委托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架设健康监测系统， 对主辅楼的变形进行实

时监测， 主要解决了包括主楼的倾斜和不均

匀沉降以及辅楼的倾斜问题。 同时， 此次修

缮工程还重点就主楼室内空间格局和装饰

式样、 材质、 工艺等按原貌予以维护维修，

使其真实性 、 完整性得到了有效保护和延

续传承。

为了使观众更好地体验和感悟宋庆龄的

崇高品德和独特的人格魅力， 纪念馆在公共

服务设施功能方面也作了较大改善和提升。

比如 ， 在官方网站上新增开通活动预约功

能， 观众可在线预约和查询。 除到现场窗口

购票外， 观众可以通过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

念馆” 小程序进行在线订票。 该馆还在游客

中心增设了六米长的用于展示宋庆龄生平的

超大数字互动屏 ， 大屏以图片 、 文字 、 视

频、 3D 模型等多种形式展示藏品， 满足多

人多点同时搜索 、 缩放 、 点赞 、 下载等操

作， 实现观众与文物面对面的互动接触。

恢复开放当天， 纪念馆将采取 “鲜花代

门票” 的方式， 凭在售票处购买的鲜花走进

故居， 以表达对伟人的敬仰和缅怀之情。 考

虑到文物保护需要， 纪念馆开放时间为每周

二至周日 ， 每天最大承载量为 2000 人次 ，

必要时将启动限流措施。

（上接第一版）

持续八年的研发投入增长， 悄然驱

动着申城的产业升级。 去年，两个国家级

制造业创新中心在沪启动， 高技术产业

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20.9%， 高技

术产品出口占出口商品比重达 42%。 全

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总产值超万亿

元 ，同比增长 3.8%，其中高端装备产业

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5.7%，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5.8%；生

物医药产业同比增长 7%。

过去一年， 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稳步推进。 目前已建成上海光源等三

大科学设施， 还有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

光等六个大科学设施正在抓紧建设中 ，

世界最密大科学设施群正在张江崛起 。

截至 2018 年底，上海光源累计接待用户

逾四万人次，发表论文 4500 多篇 ；上海

超级计算中心的主机“魔方 2”使用率超

79%；国际蛋白质科学研究 （上海 ）设施

累计运行超 65 万小时，大科学装置对科

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十分可观。

《报告 》透露 ，张江科学城正从 “园

区”到“城区”转型升级，首轮 73 个重点

项目已全部开工 ， 其中 27 个项目已完

工。目前已有 1.8 万余家企业入驻张江科

学城，全球芯片设计十强企业中，有六家

在张江设立区域总部或研发中心； 生物

医药企业超 400 家，覆盖研发 、临床 、中

试、量产等全产业链推进。 科学城新一轮

重点建设项目将有针对性地打造开放共

享的科研空间和一批科创“地标”。

2018 年，上海还启动了硬 X 射线预

研、硅光子、人类表型组、脑与类脑智能、

全脑神经联接图谱与克隆猴模型研发 、

智慧天网等八个市级科技重大专项 ，涵

盖信息技术、 生命科学和光子科学等上

海优势基础学科， 量子科技等一批面向

未来的原创性成果竞相涌现。

在承接国家级科学研究任务方面 ，

去年上海累计牵头承担国家重大专项项

目 （课题） 854 项， 获得中央财政资源

支持 316.20 亿元。 在引进国际顶尖人才

方面 ， 率先试点 25 条海外人才政策

“组合拳”， 降低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申办

条件， 放宽外籍人才就业年龄， 简化入

境和居留手续 。 截至目前 ， 已有 1962

人通过科创新政获得永久居留权， 逾 11

万名外国人享受了 144 小时过境免签入

境政策， 近两万名外国人享受邮轮免签

政策。

同时， 全社会创新创业环境进一步

完善。 全市共有众创空间 500 余家，总孵

化面积超过 320 万平方米， 服务企业和

团队 2.7 万余家。上海公民具备科学素质

的比例以 21.88%继续领跑全国。

上海全社会研发投入连续八年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