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号线9号线部分区段
春节前后临时停运整修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记者昨天从上海地铁运营方获悉 ，

为提升隧道结构安全性 ， 1 月 23 日至 2 月 2 日 ， 上海轨道

交通 2 号线徐泾东站至淞虹路站区段双向隧道临时停运整

修， 2 号线徐泾东站、 虹桥火车站站 、 虹桥 2 号航站楼站暂

停运营。

这 11 天内， 淞虹路站临时成为 2 号线起讫站， 全线改为

大小交路： 淞虹路站至浦东国际机场站、 淞虹路站至广兰路

站； 取消常态末班车后的定点加班车； 逢周五、 周六， 除三座

停运车站外， 2 号线其他车站仍执行延时运营方案。

三站停运期间， 预计大量乘客将换乘轨道交通 10 号线去

往虹桥枢纽。 10 号线共 9 座换乘站： 四平路站 （换 8 号线）、

海伦路站 （换 4 号线）、 天潼路站 （换 12 号线）、 南京东路站

（换 2 号线）、 老西门站 （换 8 号线）、 新天地站 （换 13 号线）、

陕西南路站 （换 1 号线、 12 号线）、 交通大学站 （换 11 号线）

及虹桥路站 （换 3 号线、 4 号线）。 建议就近换乘， 不要集中

选择南京东路站等大客流车站， 并预留足够时间。

届时， 10 号线将启用最高运力， 缩短列车运行间隔。 地

铁运营方预测， 10 号线增能后， 可满足大部分乘客在春节前

后进出虹桥枢纽的需求。 如出现客流积压， 将临时增开备车。

春运返程期间， 轨道交通 1、 4、 10 号线将适时加开 “红眼加

班车”， 安排备车延时运营， 单向开往市中心， 服务夜间抵沪

旅客。

此外， 1 月 25 日至 29 日， 轨道交通 9 号线松江南站站至

醉白池站单向隧道临时停运整修， 全线运营交路调整为两段：

曹路站至松江新城站 （正常运营）、 松江新城站至松江南站站

（改为单线双向运营， 双向列车班次间隔从平均 5 分钟延长到

18 分钟）。 从曹路站前往松江南站的乘客， 须在松江新城站下

车， 换一列车去松江体育中心站、 醉白池站或松江南站， 请充

分预留时间。上海科技馆“百鼠闹春”生肖展开展
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你知道老鼠为

何是十二生肖之首，又为何被誉为世界“超

模”吗？ 昨天，上海科技馆策划的“百鼠闹

春———2020鼠年生肖特展” 在科技馆一楼

中央大厅开展。该展从文化、科学、民俗等多

元视角共同探讨、诠释鼠及其家族成员的多

重属性，带领观者全方位了解奇妙鼠世界。

展览入口被装扮成宋朝汴京的模样，

五鼠闹东京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展览以

五鼠闹东京连环画作为线索， 以连环画这

一独具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 展现上海作

为连环画摇篮和重镇的辉煌经历， 并在展

览中致敬上海著名的连环画家。

从第一眼就能看到， 这个展览里没有

“洋老鼠”， 所有展品都是从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中挖掘出的鼠形象。 老鼠成为十二生

肖之首有许多传说，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老

鼠代表了“多子多福”的寓意。对此，展览还

提供了另外两种解释。

“上海剪纸”非遗传承人孙继海组织的

非遗传承班学员的“鼠咬天开”作品提供了

一种人文解读：在佤族、彝族、白族等民族

的原始先民心目中，天地宇宙原是一个葫芦，

混沌未开之时，人和各种生物被困其中，是老

鼠将葫芦咬开，世界才得以形成，所以“鼠咬

天开”将鼠看作创世神。

另一种是科学上的解释： 在生物学语境

下，真正的“鼠”一般指动物分类学上哺乳纲

啮齿目的动物， 永远在长的大门牙是它们的

“招牌”。据统计，全世界啮齿目动物现生物种

共有 33 科 481 属 2277 种， 占全部哺乳动物

总数的 43.74%，也就是说全世界近一半的哺

乳动物现生种都出自啮齿目家族。 “鼠”多力

量大，把它们排第一实至名归。

鲜活的标本一直是上海科技馆生肖展的

特色。 此次共展出生态标本 22 件、头骨标本

7 件， 同时还展出了多种多样新鲜有趣的实

物，比如可作为中药材的豪猪刺、五灵脂等，

现场还有敲除了 “瘦” 基因的活体基因工程

鼠， 快来看看它们是不是比正常老鼠要胖了

一圈吧。

据悉， 上海科技馆的生肖特展已经连续

举办了 19 年，成为上海市民喜闻乐见的科普

“年夜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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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好项目留得住投得顺长得大做得强
“招新引高”，闵行区亮出发展目标：引进111个重大项目，总投资额达1212亿元

本报讯 （记者周渊）111个重大项目、

总投资额高达1212亿元， 产业科技项目更

将创下历年之最！2020年一开年，闵行区就

亮出了成色十足的发展目标。 记者从昨天

举行的闵行区全面深化营商环境建设暨投

资促进大会获悉， 新成立的闵行区投资促

进中心将聚焦重点产业发展 “招新引高”，

引进一批总部机构、龙头企业、旗舰项目、

功能平台、隐形冠军，让好项目留得住、投

得顺、长得大、做得强。

今年闵行区优化营商环境将突出 “三

个注重”，即注重体现闵行特色，注重体现

问题导向，注重体现企业获得感。在深入推

进政务服务改革方面，“一网通办” 实现所

有公共服务事项“应进必进”，扩大电子证

照、电子印章、电子档案的应用范围；公安

“综合窗口”入驻街镇实现全覆盖，还将设

立惠企政策服务咨询、人才服务、长三角“一

网通办” 和四个外国人来华工作居留许可专

窗；新增不少于10个“一件事一次办”事项清

单；试点设立园区帮办服务站，实现政务服务

零距离。

对标世行标准， 闵行区明确了更高标准

推进商事制度改革、 实现建筑工程领域审批

提速增效、打造身边手边的税务局、破解企业

获得信贷难题、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度、增强企

业司法获得感6项改革任务。 针对企业融资

难、 融资贵问题， 主动采取政府补贴、“创园

贷”、 区内基金等方式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在

跨境贸易方面，将争取汇总征税、多元化税收

担保机制等政策复制推广到虹桥进口商品展

示交易中心，做大做强漕河泾综合保税区“汽

车保税存储”“保税研发”等创新业务。

目前，闵行区南部正打造“南上海高新智

造带”，北部打造“大虹桥国际商贸带”，重点

特色产业集群发展， 成立投资促进中心是闵

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提速招商引资的一大

举措。该中心将加强项目统筹、跟踪和考核工

作，以更高的站位选好、引好项目，推动重点

工作落实，同时强化服务企业的一站式、个性

化服务，吸引龙头企业落户，加快上下游企业

集聚。 今年新进项目符合闵行重点产业定位

占比力争将达到70%左右。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闵行今年将进

一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快产业项目落地、扩

大有效投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目前，闵行

区已确定111个重大项目，涵盖产业科技、市政

交通、生态文明、社会民生4个板块，主要包括乐

普生物二期、上海国际新文创电竞中心、浦江镇

爱克发项目、上海国际技术交易市场等工业、服

务业、存量资源转型和科技创新项目，同时还安

排了一批配套园区、服务企业、优化营商环境的

重点项目， 比如紫竹研发基地二期核心区配套

道路、 七宝九星雨污水泵站、 临港浦江公租房

等。 所有项目总投资额1212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重大项目工作“产业

科技”特征明显，共计56个，总投资额794.8亿

元，当年计划投资156.0亿元。 产业科技项目

数量占总数的50%以上 ， 投资额占总数的

70%以上，均为历年之最。

在闵行区， 好项目绝对不缺土地， 土地

供给速度还会进一步加快———为推进重大项

目落地， 今年预计通过存量产业用地转型升

级新增建筑面积120万平方米， 重点推进众欣

产业园、 马桥产业园、 常青工业园等地块转

型； 加大新增产业用地供应， 将推出工业研

发用地929亩， 商业、 商办用地170亩， 并建

立供地预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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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懿） 根据市委、

市政府工作安排， 由上海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会同市司法局 、 市政府办

公厅 、 市经信委 、 市市场监管局等

部门起草的 《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

办法 （征求意见稿 ） 》 （以下简称

“征求意见稿”） 自 1 月 11 日起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

据介绍 ， 为贯彻党中央 、 国务

院决策部署 ， 打造贸易投资便利 、

行政效率高效 、 政府服务规范 、 法

治体系完善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 加快推进

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

市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成立工

作专班 ， 经过前期调研和广泛征求

意见 ， 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 自 2020

年 1 月 11 日起至 2 月 10 日前 ， 有

关单位和个人可登录 “中国上海 ”

门 户 网 站 （ http://www.shanghai.gov.

cn/） 首页 ， 点击 “政务公开 ” 专栏

进入 “近期信息公开 ” 栏目 ， 或登

录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 http://fgw.sh.gov.cn/） 首 页 ， 点 击

“营商办法意见征询” 专栏， 查阅征

求意见稿及起草说明。

非沪籍家庭可购买共有产权房
上海修改共有产权房管理办法

本报讯 （记者史博臻）上海市人民政府近日修订了共有产

权房的管理办法， 核心变化是把非沪籍家庭纳入共有产权房的

供应对象范围， 相关政策将于2020年2月1日起施行。

修改后的 《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管理办法 》 明确 ：

非沪籍家庭同时符合居住证持证和积分、 住房、 婚姻、 缴纳

社会保险、 缴纳个人所得税、 收入和财产等条件的， 可以申

请购买共有产权保障住房。 非沪籍家庭如有申购意向， 应向

工作单位注册地所在的乡 （镇） 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提

出申请。

共有产权房， 是指家庭与政府各按一定的出资比例， 共同

拥有房屋产权。 相比普通商品房， 购房市民的负担大大减轻，

同时因其精准定位， 也越来越受到刚需一族的关注。 上海自

2010年开始供应共有产权房， 是推进上海 “四位一体”、 租购

并举住房保障体系深入发展的重要一环。

非沪籍家庭申请本市共有产权房， 在此前已有实施。 2019

年， 房管部门在金山、 松江、 虹口等区先行试点的基础上， 全

面启动16个区的申请咨询及受理工作。 本次把这一做法明确写

入政府文件， 有助于更多人关注共有产权住房， 体现了住房的

保障导向和惠民导向。

在申请条件上， 非沪籍家庭需同时满足： 持有 《上海市居

住证》 且积分达到120分； 在上海市无住房； 已婚； 在上海市连

续缴纳社会保险或者个人所得税满5年； 符合上海市共有产权保

障住房收入和财产准入标准。 在家庭收入门槛方面， 要求3人及

以上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须低于7.2万元、 人均财产低于18万

元； 2人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低于8.64万元、 人均财产低于21.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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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嘉年华首船交付
本报讯 （记者何易） 上海吴淞口国际

邮轮码头， 伴随着歌诗达大西洋号昨晚正

式交付中方并更名为中船嘉年华歌诗达大

西洋号， 落户宝山区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

范区内的中船嘉年华邮轮有限公司启动运

营， 也拉开了中国邮轮产业发展的新篇章。

资料显示， 全球最大造船集团———中

国船舶集团所属中船邮轮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与世界最大邮轮公司———嘉年华集团于

2018 年合资成立了中船嘉年华邮轮有限

公司。 当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沪举办

期间， 两大巨头签署了两艘在役邮轮的相

关购买合同， 包括昨天交付的歌诗达大西

洋号， 以及歌诗达地中海号。 根据计划，

载客 2114 人的歌诗达地中海号将于今年

底加入船队。

作为一家中资控股的邮轮合资公司，

中船嘉年华以打造中国邮轮的旗舰企业为

使命， 管理运营一支为中国游客打造的邮

轮船队， 在中国建立完善的邮轮生态系统，

助力中国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邮轮市场。 中船嘉年华以打造中国邮轮的旗舰企业为使命， 助力中国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邮轮市场。 （资料照片）

▲ “百 鼠 闹

春———2020鼠年生

肖特展” 昨天在科

技馆一楼中央大厅

开展。

本报记者

袁婧摄

荨 海上年俗

风情展现场展出非

遗传承人的剪纸 、

刻纸作品吸引大朋

友小朋友驻足。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团聚”，是中国人永远不变的年俗
（上接第一版）卧室内墙上左右对称贴着年

画， 炕上的小桌上还摆放着姥姥刚喝过的

茶壶和用过的针线包……

模型作者是一个三口之家， 爸爸刘慧

远、妈妈朱恩艳和六岁的女儿瑶瑶。他们历

时两年复原了家乡内蒙古老宅的厨房和卧

室。“过年时大家总在等着吃姥姥用大铁锅

蒸出来的馒头。 ”不管走到哪里，这些馒头

始终是朱恩艳记忆中的绝世美味。

通过图片和藏品， 展览还呈现了征集

到的春节团圆故事。几小时前还在送快递，

几小时后就背上行囊回家了———这是 00

后快递小哥张银赛春节回家的真实情景。

父亲在亳州州站接他， 亲情的温暖洗去了

他整年独自在异乡打拼的疲惫。他说，幸福

就是有人等你回家过年。

朱佳和妻子汪苏是金融证券业从业

者，一个来自江苏，一个来自安徽，辗转纽

约、北京，最终定居上海。汪苏说，以往每年

春节都会回家过年。 今年，汪苏怀孕了，夫

妻俩决定留在上海， 把双方父母接来一起

过年。小两口说，团圆不一定只在出生长大

的故乡，有家人在的地方就是家。

团圆之旅背后， 是春运守
护者的故事

就在千万人共赴团圆之旅时， 有一群

人却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展览也为观

众呈现了这些春运守护者的故事。

上海铁路系统有一对 85 后孪生姐妹，

姐姐沈茹是铁路上海站的客运值班员，妹

妹沈燕在铁路上海客运段担任列车长。 整

整 16 年，当万家团圆之时，她们一个埋头

琐碎的客运站事务， 一个穿梭于一节节列

车厢中，用坚守筑起旅客的温暖回乡路。

春运也是公交颇为繁忙的时刻。 每年

春运开始， 公交公司都会派人到火车站值

守，与铁路部门密切联系，掌握火车到站时

间，适时加派车辆。春节期间有不少是全家

人一起出行， 这时公交售票员会特别注意

是不是一家人都上车了。 老公交人张建人

说，一家人搭公交车走亲戚是不能拆散的。

这也是上海公交春运给人们留下的温暖。

开过 22 年出租车的老寿，过年期间没

有一天在家闲着。 能把大家安全送到目的

地，老寿觉得很安心，最让他欣慰的是，20

多年间，他也见证了大家日子越过越好。

年货地图和老照片承载几
代人的春节记忆

俗话说，腊月二十六，杀猪割年肉。 从

这一天起， 很多人就奔走在大大小小的商

户之间，采购喜爱的年货。 从食品到衣物，

从祭祖用品到春联、窗花等装饰品，沉甸甸

的购物袋装满了对新年的企盼和对家人的

爱意。 本次展览绘制了一张年货的采办地

图，老同盛、上海市第一食品商店、邵万生、

沈大成等上海老字号，老城隍庙、朱家角等

古镇，都是沪上市民传统的采办年货地点。

春节年俗颇为讲究。 许多上海人的印

象里，大年初三后会去城隍庙、南京路、人

民公园、静安寺、大世界、龙华、动物园等地

方游玩。穿上新衣新鞋，来到熙攘热闹的九

曲桥，兜兜小商品市场，尝尝地道的本帮小

吃，讨个“一年烦恼都扫光”的好彩头。

近年来，有一种新年俗悄然兴起，那便

是举家旅行过年。 本次展览展出了不少市

民旅行中购买的旅行纪念品， 还有曾经出

游必备、 如今却被手机取代的各种中外不

同年代的相机等。

申城逾140万户小微企业享减税红利
（上接第一版）

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所得税减免政策为刚起步的创业者创

造了落地生根的沃土， 为新兴业态企业发展栽下了 “梧桐树”，

也让 “老字号” 得益良多。 沪上食品零售专业户、 上海普陀第

一食品商店销售有限公司财务主管李伟介绍， 公司去年享受小

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免超过 26 万元， 这个 “大红包” 将用于

商店整体升级改造， 让老品牌焕发新光彩。

另外， 根据政策， 小型微利企业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标准

的上限分别提高至不超过 300 人和不超过 5000 万元。 上海旒

沸时装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建权介绍， 仅去年前三季度预缴申

报， 公司就减免了近 40 万元的企业所得税， 这不仅在经济上

为公司减负， 更从心理上给了公司 “敢上规模多招人” 的勇

气。 一年来， 公司生产规模明显扩大， 企业人数从 20 余人扩

大到现在的 67 人。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企业所得税处有关负责人表

示， 2019 年是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所得税减免政策实施的第

一年， 未来还有两年的执行期， 这项政策对于推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及扩大就业等的正向效应将持续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