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上海国际花展开幕
本报讯 （记者李静） 中外花卉园艺专家和机构汇聚申城，

比拼庭院园艺、 花坛花境、 精致花艺、 新优花卉植物应用技艺

和匠心。 2019 上海 （国际） 花展日前在上海植物园开幕， 40

公顷展区覆盖全园， “花样” 和看点多多， 给市民和中外游客

带来一场园艺盛宴。 花展将持续至 5 月 5 日。

本届花展吸引了 30 余家国内知名园艺设计、 园林建设、

花卉生产单位及 10 余家来自瑞士、 泰国、 丹麦、 法国、 比利

时等国的专业机构， 充分演绎园艺之美。 花展首次确定朱顶红

和花毛茛为 “双主题花”， 设置了主题庭院、 新优植物、 特色

园艺和体验互动四大板块， 让 “当家花旦” 与桃花、 玉兰、 郁

金香、 牡丹、 海棠、 樱花等专类花卉点面结合， 打造一条全空

间、 多层次的花展游赏路线。

沪杭甬实现地铁二维码互通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沪杭甬三城地铁形成二维码互联互

通“闭环”，将更加方便三城市民交流互访。从前天起，杭、甬两地

市民也能在双城之间“一码”跨城轻松坐地铁。 三地市民乘客手

持其中任何一城的地铁 App， 除本地使用外还可以无障碍刷码

乘坐另外两城地铁，方便跨省市出行。

据上海地铁“Metro 大都会”App 用户开通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已有近 20 万人开通沪杭甬互联互通服务，每周有近万名用

户开通服务，且该数据持续走高。上海用户开通杭州地铁乘车码

的已超过 12 万人，开通宁波地铁乘车码的超过 7 万人。

清明节、“五一”小长假将至，沪杭甬市民踏青祭扫、出游或访

亲，使用上海、杭州、宁波地铁 App中的任何一个乘车二维码即可

畅行三城地铁，尤其是省去了排队购票的麻烦，提升便捷度。

另外， 自上海地铁推出 “Metro 大都会”App 扫码乘车服务

后，网络单程票的使用量大幅下降，现金收缴量减少近 57%，一

方面降本增效，另一方面大大方便了市民乘客乘坐地铁。

据悉， 下一步各方将继续运用互联网技术积极推进地铁二

维码票务互联互通，进一步扩展覆盖长三角其他主要城市地铁。

让更多温暖的生活质感照亮网络世界
(上接第一版)一位内蒙古牛市经纪人就

因为传授挑牛知识，攒到了七万多粉丝。

视频中流淌的真实细节总能给网友会心

一击：养牛人自称，家中养了十头母牛，

一年能挣上七八万 ，“比外头打工强多

了”。有趣的是，在这些视频中，不光有牛

群，还有奔跑的人群。 原来，这七八万赚

来也不容易， 为了第一时间抢到牛市中

的好品种， 养牛人不光要有眼力还得拼

速度。

同养牛人一样，因深耕行业的专注度

而走红的播客不少。 云南 90后菜农小哥

将自家农棚里的蔬菜， 打理得碧绿齐整，

仿佛用尺子量着画出来一般，他说：“我是

农民我骄傲”；天津售卖凉拌菜的夫妇，将

色彩各异的凉拌菜盛放在一个个方形食

盆中，再配上娴熟的调菜动作，丰盛的人

间烟火气扑面而来；山东“非遗”糖画艺术

家凭借一双巧手、一把大勺，便用糖水浇

制出精致立体的花朵及栩栩如生的历史

人物，引得网友留言直呼“厉害”。 同样感

人的还有平凡行业中工作者的坚韧与强

大。 一位青藏线上的司机专门上传各类

山间抢险救援的视频， 其中一幕是一辆

卡车落到了峡谷的隙缝，命悬一线，多亏

周围的热心人用绳索紧紧拉住车身；住

在山村里的居民， 则用镜头记录下攀岩

走壁的生活，连村子里的第一台冰箱，都

是靠背在肩上攀爬进村的。 这些城市青

年无法想象的艰险时刻， 却是播客们再

平常不过的生活瞬间， 这其中折射出的

恰是坦然接受生活考验的积极心态。

成熟起来的网生代，更愿
意从多样的真实生活中，寻找
自己的心灵港湾

在传播学者看来， 生活类视频的大

量涌现不足为奇。“早期的岩壁画就是人

类为记录、交流并延续生活经验而做。后

来，记录和展示的门槛伴公共媒体而来。

如今， 技术与平台门槛又被新媒体时代

消解， 人人都是内容创作传播者的时代

来了。”在长期从事网络传播研究的复旦

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杨鹏看来， 记录生

活是人类的本能， 而记录传播工具的升

级又进一步释放了这一“生产力”。

温暖人心的生活成为了撬动流量的

头部内容，与人们对“真实质感”的渴望不

无关系。“人们经过海量信息的席卷，更希

望抓住一些具有确定性，与自身价值观吻

合且能够给自己带来启示的内容，当下的

真实生活正满足这些需求。”陆晓文分析。

真实的魅力也一再得到市场的认

证。 以往文艺作品中突出的复杂恋爱过

程、奢侈生活体验、权势家族背景的“偶

像剧”作品已经不受追捧，相反一批展现

社会发展历程的现实题材作品， 以及文

化含量很高的纪录片屡成“爆款”。一度，

央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正是走红

于 B 站。 纪录片中专业水准过硬，却又

守得住寂寞，心态平和的文物修护师，获

得了青少年的认可。

曾几何时，短视频、直播深陷“三俗”

“猎奇”的窠臼，如今，重生活体验与精神

深度的内容大量崛起， 展现出的青年审

美心态转变， 令人欣喜。 在文化学者看

来，成长起来的 90 后 、00 后一代 ，对现

实社会的构成与劳动大众的生活有了一

定的认知。逐渐成熟起来，却又不拘一格

的他们，更愿意从多样的真实生活中，汲

取美好、收获力量，从而踏踏实实生活，

更好地拥抱真实的自己。

申城：“文化盛宴”进商圈 随处邂逅艺术美
(上接第一版)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红色文化、海派

文化和江南文化元素的注入， 将为市民

带来前所未有的文化盛宴， 也将一步显

现上海文化的标识度。 “上海艺术商圈”

将在端午、 中秋等传统节日和重要节庆

期间，推出多台“节日限定节目”，让市民

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今年适逢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 多台庆祝祖国 70 华诞

的歌舞节目，也将在国庆前后上演，与市

民一同向伟大的祖国献礼。

地铁里看演出、飞机场看展
览，推动市民文艺生活全覆盖

“艺术，应有第二个舞台，那是在专

业的剧场之外， 老百姓衣食住行的生活

场景里。”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于秀

芬说，城市的文化客厅不应只开在剧场、

在美术馆、 在音乐厅，“它应该有更宽广

的空间、更巨大的容量，文化和艺术就像

空气一样， 让每个居住停留在这里的人

都能自由无畅地呼吸到。 ”

有问卷调查显示：地铁已成为上海市

民最易感受城市文化氛围的空间之一。

作为上海“城市文化客厅”的板块之

一， 地铁音乐角已经成为市民认知度和

认可度最高的活动之一。自 2013 年启动

以来，至 2018 年底，地铁音乐角已开展

活动 600 场，近 3000 位中外艺术家和业

余爱好者参与了演出， 现场观众达到近

15 万人次。 一座座地铁站正在成为文化

展示的窗口。 今年，100 场精彩演出将在

地铁里继续上演。 优秀红色文化展览将

进入人流量多的地铁站，此外，在西藏南

路站还将布置“当代艺术进地铁”长廊，

筹建“地铁美术角”。 市民穿梭于地铁时

即可感受当代艺术的熏陶。南京东路、陕

西南路文化长廊也将对全市美术馆、博

物馆优秀临展进行展示。未来不久，专属

的文创产品自助机也将进入地铁， 市民

可从现场展示的地铁纪念票卡和文创产

品中捕捉创意的奇思妙想。

近年来，“城市文化客厅” 也发展成

为彰显上海文化和风采的窗口。 浦东机

场博物馆自 2014 年开馆以来，每年向公

众推出一系列“小”而“精”的展览，让过

往旅客候机之余体验了中国文化之美。

2016年，浦东机场艺术馆正式开馆。

这是国内首家拥有固定展出场地的机场

艺术馆。 开馆两年来，一批来自上海油画

雕塑院、中华艺术宫、刘海粟美术馆的展

览吸引了众多乘客驻足。而在上海市区的

另一端，虹桥机场艺术馆也于今年 2月投

入试运行，首期展览以“指尖上的非遗”为

主题，精选上海本土手工核雕及木质微雕

艺术传承人的原创作品，为旅客带来一份

纯粹而经典，独特而复古的艺术享受。

今年， 一批具有上海文化标识度的

展览陆续走进两大机场。 以上海独特的

“海派文化”为主题的《老上海生活百物

主题展》在浦东机场展出后，接地气的展

览受到旅客广泛好评。 此外，《“时代风

采———上海现实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

品展》、《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作

品展》等一系列高品质展览，也将吸引来

往旅客观瞻。到 2020 年，“上海城市文化

客厅”在“艺术商圈”之外，将建成地铁、

公交、机场、高铁全覆盖的公共交通文化

枢纽网， 并着力突显红色文化、 海派文

化、 江南文化在营造上海城市文化氛围

中的独特作用，形成品质化、常态化的文

化氛围品牌。

在澄江生物群发现蚯蚓远祖
西北大学研究团队发表重要科学发现

春雨过后， 草地上常能看到从土壤中钻出来的湿漉漉的蚯

蚓，这些蚯蚓为什么要从土壤中爬上来？ 一般认为，蚯蚓生活在

疏松多孔的土壤中，它是通过湿润的体壁进行呼吸的，雨水使土

壤中的氧气不足，因此不得不冒险爬上地表。难道蚯蚓和它的祖

先不适应水中生活吗？ 人们并不知道， 蚯蚓的远祖生活在海洋

中，只是后来才进入淡水湖泊然后在土壤中生活的。蚯蚓隶属于

环节动物寡毛类。分子生物学研究显示，多毛类是环节动物中最

为原始的类型。 人们一直好奇， 它们最古老的祖先会是什么样

子？ 能否找到相关的化石记录？

西北大学早期生命研究团队韩健研究员等人与英国剑桥大

学合作，3 月 20 日在英国《自然》旗下的《科学报道》杂志在线发

表了重要科学发现———《中国发现寒武纪早期具骨片的多毛

类》，指出在我国云南澄江生物群中发现的古扇虫，应该是目前

已知多毛类化石中保存最为原始特征的环节动物， 对于探索环

节动物门起源具有独特意义。

韩健介绍，在地球上三个躯体分节的动物门类（脊索动物、

节肢动物和环节动物门）中，环节动物是躯体分节较为简单、原

始的门类。环节动物传统上主要包括体表刚毛众多的多毛类（如

沙蚕）和刚毛稀少甚至完全退化的寡毛类（如蚯蚓），以及生活在

淡水中令人恐惧的蛭类（如蚂蟥）三大类群。 寡毛类/蛭类多生活

在陆地或淡水，都是由管居的多毛类演化而来的。而更为原始的

多毛类主要生活于海洋。 现代海洋中的沙蚕具有束状刚毛和配

合刚毛运动的足刺。

“陆地上的蚯蚓本来就是沙蚕演化来的，沙蚕跑到陆地上后

把刚毛蜕掉，就变成了蚯蚓。实际上我们是找到了现代海洋里沙

蚕的祖先，但知道沙蚕的人很少，为了通俗，我们说找到了蚯蚓

的祖先。 ”韩健说。

尽管分子钟研究推测多毛类起源于 6.35 亿-5.41 亿年前的

埃迪卡拉纪，但由于它身体体壁缺乏坚硬骨骼，因此其化石记录

常以其钙质栖管形式保留， 而以软躯体形式保存动物完整形貌

的化石产地屈指可数。 目前已知最古老多毛类软躯体化石记录

是寒武纪，其中以 5.08 亿年前的寒武纪中期加拿大布尔吉斯页

岩生物群中的多毛类化石最为丰富。 我国寒武纪早期 5.19 亿年

前的澄江生物群和稍晚的关山生物群中也各自发现了一枚完整

标本。该团队在云南澄江生物群中发现 5 枚标本，其中包括两个

已知最古老多毛类新属种，包括古扇虫（Ipoliknus avitus）和中华

隐刚毛虫（Adelochaeta sinensis）。它们最为显著的特征包括完整

的分节躯干和疣足，以及从疣足伸出的成束刚毛。 最奇特的是，

古扇虫的躯干表面还具有分节排列的小刺以及小刺之下的两行

骨片结构。而相似骨片结构则常见于原始软体动物门的体表，因

此古扇虫应该是目前已知多毛类化石中保存最为原始特征的环

节动物， 而中华隐刚毛虫的疣足内部具有由外部刚毛衍生而来

的体内足刺，因此很可能更接近多毛类的冠群。

澄江生物群是保存完整的寒武纪早期古生物化石群， 处于

寒武纪动物门类爆发式起源演化的极盛时期，再现了 5.19 亿年

前海洋生命壮丽景观和现生动物的原始特征。韩健说，澄江生物

群代表了寒武纪大爆发的全盛时期，在地球生命史上非常重要。

从 1984 年至今，西北大学研究团队在澄江生物群主要化石

产地采集了至少 10 万枚不同动物门类的标本， 但从 2000 年在

昆明海口发现第一枚多毛类标本起 19 年来共发现 5 枚，其他研

究团队也仅仅几枚，说明它在寒武纪早期海洋中极其稀有。与当

时海洋中的软体动物、腕足动物、节肢动物以及脊椎动物相比，

个体数量和属种数量都相当低。 （本报西安 3 月 31 日专电）

■本报记者 王嘉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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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问题清单”就是政府“任务清单”

日前由市有关部门举办的 “政企合作

圆桌会议” 上， 参会的日资企业有备而来，

梳理整理出一份涵盖 103 项内容的 “建议

清单”， 包括环境规则、 安全法规、 贸易、

金融等诸多方面。 长达 3 小时的面对面商

谈， 正是政府与企业彼此对接需求的过程。

记者留意到， 不少连锁企业在实际体

验中认为， 行政审批仍有进一步改善的空

间。 同时， 许多来自日本的制造业企业还

十分希望政府能在集中处置污染物等方面

有所作为 ， 以进一步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

政府相关部门则表示， 企业手上的 “问题

清单”， 都是政府的 “任务清单”。

日本知名连锁零售商罗森对于一年来

上海日益优化的营商环境感同身受。 原先

他们开新店， 需要走完长达 90 天的审批流

程。 如今， 这一审批时间已缩短至 45 天，

整整减少了一半。 这也意味着， 可以省下

一个半月的房租。

但上海罗森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晟近来

又因为另一个问题而头疼不已。 原来， 他

现在每天最大的工作量来源于 “签字”。 按

照现行规定， 每一家连锁企业的门店， 如

果办理营业执照 ， 都需要法人代表签字 。

张晟统计过 ， 每开一家 80 平方米的新门

店， 他就要在 20 多份相关文件上签名， 再

乘上罗森每年新开的上百家门店， “签字

量” 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张晟指出， 目前各地都有一些很好的

做法来应对这一问题。 比如， 为简化连锁

便利店登记注册流程， 陕西省西安市创新

工作流程， 由该市商务局出具连锁企业证

明函， 相关部门按照 “全市一照通” 模式，

核发一个证照， 各分店在所在辖区进行经

营备案， 相关手续可以在三个工作日内办

结， 从而避免了企业的重复劳动， 降低了

企业工作量， 提高了办事效率。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回应表示， 针对这

一现象， 目前上海正试行多项新举措。 在

企业注册方面， 上海正在推行 “一窗通”，

市场监管局已会同税务、 公安、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等部门共同减少企业申请审批环

节， 使申请人能实现一次办结。 目前， 这

一系统平台已在运行过程中， 正陆续推进

全程电子化， 未来企业可以直接在网上办

结。

针对困扰连锁企业的反复递交材料的

问题， 目前上海已全面推广一照多址改革。

由于涉及到跨区问题， 市市场监管局表示

正在进一步梳理事中事后管辖责任， 不断

探索一照多址改革， 使企业能尽快享受到

改革红利。

在中国拥有 21 家子公司的日本帝人公

司涉及的业务范围十分广泛， 包括工业树

脂、 化纤、 纤维产品等诸多领域。 但近来，

帝人在外高桥开设的一家合成树脂工厂却

收到了一张罚单， 原因是他们的环评没有

达到标准。

帝人公司相关负责人为此特意查询了

相关网站， 发现吃到罚单的不仅仅是他们

一家。 由此， 他联想到， 是否可以由政府

成立一个环保基金， 在工业园区建立环保

处理设施， 向园区内的企业开放使用。

针对这一建议，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表

示， 他们目前正在鼓励一些污染排放严重

企业在工业园区内集中处理污染物。 在实

际操作过程中， 一些制造业企业会排放少

量高浓度废液以及污泥， 对于这些危险废

物， 单单依靠企业自身力量， 处理起来并

不方便。 因此， 相关部门目前也在本市工

业园区指定了相应的集中收集处置平台 ，

有需求的企业可以与这些平台对接， 享受

园区提供的统一服务， 从而解决企业自己

处理难、 成本高的问题。

长三角“田园五镇”探索乡村振兴“试验田”

上海金山、浙江嘉兴携手推动毗邻地区农业协同发展由单个“盆景”向整体“风景”转变

本报讯 （记者薄小波 通讯员宗晨亮）

上海市金山区、 浙江省嘉兴市长三角 “田

园五镇” 乡村振兴先行区建设近日全面启

动， 位于沪浙毗邻地区的金山区廊下镇、吕

巷镇、张堰镇与嘉兴市广陈镇、新仓镇“抱团

建群”， 五镇面积总计为 255 平方公里的田

野将共同组成探索乡村振兴一体化发展的

“试验田”，推动毗邻地区农业协同发展由单

个“盆景”向整体“风景”转变。 首批推进的

20 个合作项目涵盖产业、人才、生态、文化、

组织“五个振兴”，总投资 56 亿余元。

在日前举行的长三角 “田园五镇” 乡

村振兴先行区建设启动仪式上 ， 金山区 、

嘉兴市五镇签署 《长三角 “田园五镇” 乡

村振兴先行区五镇联盟共建协议》， 明确共

同组成 “五镇联盟”， 激发五镇共襄 “乡村

振兴” 盛举的内生动力， 并成立 “田园五

镇 ” 乡镇振兴先行区联盟联席会议机制 ，

以镇为前台， 市 （区） 为后台， 负责先行

区建设过程中统筹基础设施配套、 重大事

项协调、 政策支持等工作， 每年至少召开

二次联席会议 ， 同时建立日常联络机构 ，

建立常态化、 长效化对接联络制度。

翻开 “田园五镇” 乡村振兴先行区重

点建设项目清单， 不难发现产业协同发展

是 “排头兵 ”， 三产融合又是 “先锋官 ”。

一桥相牵的金山区廊下镇山塘村和嘉兴市

广陈镇山塘村将共同打造 “明月山塘” 项

目， 通过开展小集镇整体改造提升项目等，

目标建成 4A 级景区 。 与此同时 ， 廊下镇

旅居颐养田园综合体建设项目计划投资约

30 亿元， 将打造以旅居颐养为主题， 集旅

游、 休闲、 度假、 养老于一体的田园综合

体项目 。 该项目将于今年 6 月启动施工 ，

占地面积约 621 亩， 计划开发建设养生公

寓、 旅居公寓、 商业配套、 健康会所、 服

务中心、 培训中心、 研发中心等。 金山区

和嘉兴市还将苦修农业 “内功”， 共同做精

做强现代农业， 其中包括在广陈镇建设国

际新品种植物研究院及产业化项目， 以及

在新仓镇打造爱娥规模化智能蔬菜生态园

项目， 建成后将成为国内唯一一家自主研

发并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无人植物工厂。

两地共同打造的 “长三角乡村振兴协

同发展研究中心” 和 “乡村振兴农创学院”

一并亮相。 研究中心和农创学院致力于对

外辐射金山区、 嘉兴市现代农业发展的成

熟经验， 并为全国各地农业条线干部和农

业 “创客 ” 提供一站式培训服务 。 同时 ，

廊下镇、 广陈镇与浙江大学等单位将共同

举办首届长三角乡村振兴山塘论坛， 发表

一系列乡村振兴领域的理论成果。

与此同时， 金山区、 嘉兴市提出在今

年内建成金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展示

中心， 多形态集中展示金山区、 嘉兴市的

非遗项目； 生态振兴方面， 两地将共同推

进区域内河道水质提升， 并在嘉兴市新仓

镇建成盐船河和放港河绿道； 组织振兴方

面， 两地将共推 “锋彩田园” 党建引领乡

村振兴行动。

■本报驻陕记者 韩宏 通讯员 李琛

荨同济大学 “樱花大道” 迎来最佳赏花期。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申城周末天气晴好， 樱花进入盛放期。 虹口足球场地铁站 1 号口门前的 “中日樱花园” 内游客络绎不绝。

本报见习记者 邢千里摄

繁樱满枝，申城迎来最佳赏花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