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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将于2月14－15日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 2 月 9 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

务院副总理、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将于 2

月 14 日至 15 日在北京， 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财

政部长姆努钦举行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双方将

在不久前华盛顿磋商基础上， 就共同关注问题进一步深

入讨论。 美方工作团队将于 2 月 11 日提前抵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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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上海地标徐家汇， 与我

国明朝著名学者徐光启的名字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春节前夕 ，

坐落在南丹路的徐光启纪念馆迎

来一位叫徐承熙的老人， 是徐氏

家族后人。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父亲就时

常和徐承熙讲起先祖徐光启的故

事，讲述徐氏家风。“奉公、律己、勤

俭、仁爱，这是我听得最多的。”点

点滴滴，春风化雨，家风犹如“不言

之教”，在徐家后人中代代传承。

爱国、奉公意识刻在
徐氏子孙骨子里

光启公园和徐光启纪念馆是

徐承熙有空就会来逛逛的地方 。

每次来这里， 他都会想起父亲徐

海林。

史料记载， 徐光启 1562 年出

生于上海老城厢九间楼， 42 岁考

取进士， 后为官 30 余年。 他与意

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的

《几何原本》 是我国最早翻译出版

的西方科学书籍。 1641 年， 徐光

启的灵柩归葬于当时上海西郊的

肇嘉浜、 法华泾和蒲汇塘交汇处，

从此徐氏后人便在这附近定居 ，

“徐家汇” 也因此得名。

根据徐氏家谱， 徐光启育有

一子徐骥， 后有五孙， 徐承熙为

徐光启三孙一脉。 徐氏一族的公

产主要由三孙这一脉负责保管 ，

徐光启墓地就是族内最重要的公

产之一。 1956 年， 徐海林在和族

人商量后 ， 作出一个重要决定 ：

把徐光启墓地捐给国家。

“我父亲说， 之所以要把先

祖墓地捐给国家， 一来是希望墓

地得到更好的管理， 但更重要的

是， 徐氏子孙的骨子里就有爱国、

奉公的意识， 做任何事情不仅要

考虑自己的兴趣 、 需求和利益 ，

更要把国家的需求和利益放在前

头。” 徐承熙告诉记者， 继捐出先

祖墓地后， 到 1962 年徐光启诞辰

400 周年时 ， 徐海林还将 “传家

宝” ———徐氏家谱捐献了出来。

不同时代， 爱国有着不同的表现， 但爱国之心始终

是第一位的。 让徐承熙特别欣慰的是， 光启公园时有市

民游客前来， 不少人在仔细了解徐光启的生平后， 敬佩

之心油然而生。 昔日徐家公产， 今日已经成为沪上重要

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经世致用、淡泊明志，家风以“身教”传承

在徐光启纪念馆， 很多参观者都会看到这样一段文

字：“文定（徐光启谥号）为人宽仁愿确，朴诚淡漠，于物无

所好，唯好学，唯好经济……如历法、算法、火攻、水法之

类，皆探两仪之奥，资兵农之用，为永世利。”这其实是徐

光启之子徐骥替父亲写的传记中的一段。

徐承熙儿时也曾听家中长辈多次说起， 先祖徐光启

学习研究西方自然科学， 如天文学、 水利学、 农学、 军

事学等， 不仅仅是出于自己浓厚的兴趣， 更是出于经世

致用的考虑。

徐光启主持纂修 《崇祯历书》 一事， 就是一个典型

案例。 明代初期使用的历书是元代郭守敬等人编制的

《授时历》， 明朝立国后更名为 《大统历》。 这部历书在

使用了 300 年后， 误差越来越大， 很多据此推算的天象

预报屡屡发生错误。 “徐光启当时提出改历， 有一个重

要考虑， 就是为了百姓和社稷。 一旦天象预报失效， 首

先就会影响农业生产， 而遭殃的就是百姓。” 用徐承熙

的话说， 徐光启当时不仅潜心研究水利和农业， 还做了

大量实验， 想办法引进番薯等， 从事这些研究的初衷其

实都是为了解决当时困扰百姓生计的实际问题。

在徐氏后人中， 这种经世致用、 报效国家的想法，

也随着家风代代相传。 在徐光启三孙这一脉的后人中，

活跃在教育、 卫生界的人士尤其多。 徐承熙的爷爷曾是

一位名中医， 父亲则是中学语文和历史老师。

徐光启为官清廉，虽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但因拒不收纳贿赂，所以门庭冷落。到他1633年去世时，

遗物中除了破旧衣服和被褥外，便是手稿和书籍。

徐承熙说， 先祖德行在前， 为官廉洁奉公、 为学经

世致用、 为人淡泊明志， 这些品性更多时候不是言传，

而是通过徐氏一代代人的身教保存下来， 这也是徐氏最

宝贵的财富。

借助IP，传统年味有了全新意境
今年春节，故宫博物院丰富的文创资源走进“中华商业第一街”

戊戌岁除， 己亥春来。 新春佳节， 上

海各大商场张灯结彩， 喜气洋洋。 美轮美

奂的造景是人们拍照留念的好地方， 上海

世茂广场的故宫造景、 静安嘉里中心的六

角亭、 恒隆广场的灯笼与雕花屏风……最

传统中国元素随处可见。

今年春节， 上海商业有了一些新变化：

有些商场与有着传统文化特色的大 IP 合

作 ， 也有些商场拓展自身 IP 的内涵与外

延。 通过新方式焕发新活力， 上海商业正

奋力摸索。

在上海商圈感受传统年俗

旧时紫禁城里的人们是怎么过年的 ？

乾清宫前的丹陛上 ， 竖立起高大的宫灯 ，

亲笔御书的福字寓意 “福庆”。 在北京， 故

宫博物院动用 885 件 （套） 文物， 首次最

大限度还原清代皇家过大年的场景； 而在

上海， 故宫这个大 IP 也被商场借来， 延展

出新的意境。

去年 10 月改造后重新开张的上海世茂

广场， 今年春节期间策划了首个故宫博物

院官方授权的文创快闪店， 故宫造景采用

朱红、 明黄、 石青等传统颜色， 祥云、 故

宫房梁花纹等元素也借鉴紫禁城的建筑风

格。 造景还是次要的， 故宫博物院快闪店

里售卖的文创产品 ， 不少都与 “过大年 ”

有关， 例如福禄寿系列、 门神系列、 千里

江山系列等， 产品包括春联、 十二祥瑞钥

匙扣、 故宫日历、 朕的棒球帽以及一度卖

断货的故宫口红， 对传统审美的回归， 让

故宫这个大 IP 在上海也备受追捧。

有商场借来故宫大 IP， 也有商圈搬来

了中国美术馆的 IP。 徐家汇商圈今年与中

国美术馆合作出品 “亥岁百福文化展览”，

汇集 100 多个艺术家的作品， 遍布各大商

场： 六百广场的 “猪” 福临门， 以打开的

书灯作为整体造型， 打造文艺范的春节彩

灯； 太平洋百货广场上的 “亥岁百福” 生

肖日历造景， 让消费者可在此获取生日专

属的生肖猪形象。 中国美术馆及其文创中

心还首次推出生肖 IP 周边产品， 包括生肖

日历、 新年春联等产品， 通过新的方式将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带给公众。

古典园林费尽文创心思

上海豫园的灯会沿袭着新春的传统民

俗。 不过， 今年豫园也在变。

就在春节前几天，紧靠城隍庙的文昌路

翻修一新，这条不足百米的小径成了文创产

品的孵化地。街头的文昌阁里，地上有文昌

泉，天上见北极星，这里售卖的是豫园设计

的文创祈福商品，香囊、福袋等首批50多种

产品令人耳目一新。隔壁厢的结绳记，售卖

的都是中国结，如意莲花、吉祥福禄等造型

透着春节的喜气。街尾的上海印象店，则以

豫园为平台，将与上海文化相关的记忆通过

文创形式生动演绎出来，南翔馒头店的小笼

包被做成了冰箱贴和笔记本；豫园元素项链

上的坠子是灯笼、椅子或葫芦；上海搪瓷厂

子弟做出的新创意产品也摆上柜台。

这些街头巷尾的文创店铺， 背后都有

一个共同的推手———豫园文化创新制造所。

这个去年年中才成立的部门， 由一群 “80

后” 组成， 试图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通过

崭新方式呈现出来。 茛 下转第二版

■ 这几年，商业IP化是一个大趋势。符合传
统年俗的创意IP?应该把人们的美好情感与传统
年味用崭新方式呈现出来

■ 上海有很多大IP?如上海博物馆、上海历
史博物馆、 中华艺术宫等都是可就地取材的宝
库?在深化内涵、拓展外延、发展文创品牌等方面
具有巨大空间

荩 由豫园文化创新制造所出品的手袋和挎包。

■本报记者 徐晶卉

贴心服务让返程之路走得顺畅
积极应对雨雪天和返程客流双重考验，公路铁路机场等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春节假期接近尾声， 春运已全面进入

“返程模式”。昨天，上海三大火车站发送旅

客23.9万人次 ，到达旅客48万人次 。为应对

雨雪天气和返程客流的双重考验，铁路上海

站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而虹桥机场进港客流

高峰已从前天开始，将持续至明天，日均客

流将达12.7万人次。浦东机场大客流预计将

持续至正月初十，日均进出港旅客量将突破

22.5万人次。两大机场提前组织安排陆侧交

通，方便返程客流。

让旅客顺利衔接市内交通

“当前人流量较多，请您不要在站内过

多停留，谢谢您的理解……”铁路上海虹桥

站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扩音器温馨提示

旅客注意出行安全。 记者从铁路上海站获

悉，昨天至2月17日（正月十三），上海三大火

车站返程客流将持续高位，预计日均到达旅

客超40万人次。节后25天，上海三大火车站

到达客流预计超过967万人次。

为应对雨雪天气和返程客流的双重考

验，铁路上海站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在旅客

通道等关键部位做好防滑措施，加强人员对

电梯、站台、出站通道、出站口等关键岗位的

引导和安全防护。针对夜间返程客流集中到

达情况，充分发挥地区枢纽联动优势，提前

与地区管委会、地铁、公交等部门互通信息，

夜间加派人员对出站客流进行组织、 引导，

确保到达旅客顺利衔接市内交通。

公路方面，上海大部分高速公路维持正

常限速，G2京沪、G50沪渝 、G60沪昆等主要

入沪通道车流平稳。其中，沪陕高速G40高东

收费口一直是拥堵节点。 为了应对返程高

峰，浦东交警支队按照预案增派了警力在重

要交通节点进行疏导，同时安排了两轮摩托

车巡逻警力，及时处置道路及长江隧道内发

生的事故等突发情况。

快速缓解交通压力，让旅客
随到随走

面对返程大客流，两大机场提前组织安

排陆侧交通，方便返程客流。

浦东机场提前协调市交通委、出租车公

司、公交公司、地铁等单位，制定输送保障预

案。各方合理加大机场公交守航夜宵线运能

储备、加开磁浮列车 、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

增加出租车、加开机场线部分线路、调配应

急保障车辆等， 运送旅客至市内主要疏散

点，快速缓解陆侧交通运营压力，让旅客随

到随走。

春运期间，夜间到沪旅客增多，浦东机

场已安排一条夜宵公交线路通往龙阳路 、

五条夜宵公交线路通往人民广场， 发车间

隔不超过45分钟， 客流高峰时段发车间隔

为15分钟；守航夜宵线常态化增加备车，备

车数量由平时的22辆增至30辆， 并额外设

置10辆备车；

茛 下转第二版

城市清扫 全力除雪保安全
本报讯 （记者李静） 农历新年申城

遭遇冷空气， 大年初四、 初五凌晨均有

雨雪结冰。 在结冰区域， 环卫保洁人员

连夜开展融雪、 除雪工作， 确保道路畅

通和市民安全出行。 前天， 全市共出动

3.1 万余人次环卫保洁人员 ， 清扫出

1531 吨生活垃圾。

今年， 上海外环线内烟花爆竹禁燃

区依然保持零燃放。 据统计， 除夕夜及

大年初四夜间至初五凌晨共清扫 1648.5

公斤烟花爆竹垃圾 ， 比去年同期减少

3210.9 公斤。 烟花爆竹垃圾已不再是春

节期间环卫道路保洁的大头， 取代多年

“红毯” 的是己亥猪年披上的 “银装”。

空气质量 初五凌晨现全优
本报讯 （记者张懿） 根据上海市生

态环境局提供的数据， 大年初四至初五

早晨， 全市及各区空气质量始终保持优

级水平。

大年初四夜间至初五早晨 ， 本市

PM2.5 小时浓度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且持

续走低， 烟花爆竹禁限放效果显著。 初

五凌晨 1 时 ， PM2.5 浓度仅 9 微克/立方

米， 2 时至 7 时均维持在 6 微克/立方米

以下。

PM2.5 浓度空间分布显示， 初五凌晨

1 时 ， 全市所有站点的空气质量均保持

优级水平， 大部分站点 PM2.5 小时浓度低

至 15 微克/立方米以下。

崇明消防应急救援支队队员正铲除路面积雪。

本报记者 赵立荣 通讯员 黄海华摄
昨天，上海三大火车站发送旅客23.9万人次，到达旅客48万人次。图为铁路上海站迎来大批返程客流。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本报记者 张晓鸣 李静

■ 眼下?过“文化年”“知识年”的需求不断升
温? 春节期间申城书店年味浓郁。 在红灯笼、春
联、福字、年画等节日元素的烘托下?沪上一批实
体书店策划推出了各具特色的阅读盛宴?与八方
读者共享春节里的热闹与诗意

阅读过年成风尚
书香贺岁年味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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