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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游上海，错时预约客流平稳
热门景区客流量达最大值26%时，立即启动提醒机制

本报讯 （记者何易）“五一”假期第

二天，上海天气放晴，市民游客出游热

情增长。昨天，本市已开放的130家主要

景区点共接待预约游客63.3万人次，同

比减少61.3%。 记者从市文化旅游局获

悉，围绕错时、预约、限量，上海进一步

落实管理措施。 对于比较热门景区，市

文化旅游局在监测达到最大客流量

26%时 ，启动提醒机制 。有关景区及时

启动提示提醒、 入口疏导等应急措施，

有效防止超过30%最大客流量。

据市文化旅游局介绍，昨天全市共

有40家美术馆对外开放， 举办展览63

项，共接待观众人数0.8万人次，环比增

长15.7%。 全市共有72家博物馆对外开

放，共接待观众2.26万人次。全市200多

家公共文化场所（非遗传习所、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群艺馆、图书馆）组织开展

阅读活动61场次。

假日期间 ，在线文旅不断升温 ，市

民游客参与线上文旅活动热情不减 。

昨天，美术馆举办线上活动16项，浏览

量8.5万人次 ，环比增长6%；全市各博

物馆推出“云展览”226个，浏览量近13

万人次； 全市主要文化场所举办线上

活动147场；云上市民文化节点击量28

万次。

卫星遥感图见证夜上海越来越“亮”

两个月内，上海经济逐步恢复并且后劲十足

本报讯 （记者史博臻）随着疫情防

控形势持续向好， 城市生产生活秩序稳

步恢复， 上海夜间的灯光亮度也在不断

提升。 上海市测绘院近日通过分析夜光

遥感数据发现，夜上海正越来越“亮”。

市测绘院第三分院航测遥感工程师

王斯健介绍，研究团队对比今年2月4日和

4月7日两个时段晚上8点左右的夜光遥感

数据， 通过计算两期的辐射亮度值发现，

后者相较于前者，亮度值增加了24.16%。

市测绘院第三分院副院长辛亮讲解

道，相比于大多数白天成像的可见光卫星

和雷达卫星，夜光遥感卫星获取的是地表

发射的可见光—近红外电磁波信息，这些

信息大部分由地表人类活动发出。 同时，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夜间照明设施逐渐普

及，夜晚灯光的强弱直接彰显了人类活动

区域的发达程度。基于这个特点，夜光遥

感的作用逐渐开始凸显， 在分析城市扩

张、估算社会经济总量等涉及到人类活动

的方方面面，有着重要的应用。

从遥感卫星图的对比来看，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亮度明

显增加，2月份还是零星的淡橙色块，4月

初已是一片红火之势———人员返岗、工厂

开工，厂房的温度自然升高；2月份的东海

大桥几乎全是黑色，4月份则是一条明显

的细长亮线；2月份，上海通向周边区域还

看不到明显的路网亮光，4月份时，蛛网状

道路辐射周边区域已清晰可见。这些区域

成为“高光”地段，通过日益繁荣的商业贸易

行为，不断形成引领和辐射作用，带动并激

活周边地区的生产和生活。

时隔两个月，夜上海的“亮度”增幅达

24.16%，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本市经济逐步

恢复的进程。这是来自万家灯火的温暖，是

怀揣梦想的劳动者陆续回归工作的城市，

是数以万计的商铺、 餐馆等场所有序恢复

营业， 更是一揽子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有力

支撑，折射出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上海今年2月初（左图）和4月初（右图）两个时段晚上8点左右的夜光遥感数据计算出的辐射亮度对比。 供图：上海市测绘院 制图：冯晓瑜

上海芭蕾舞团首席演员吴虎生编导并领衔演出《浮生一梦》，此次献演也是该作品的舞台首秀。 （上海大剧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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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徐晶卉） “五一” 假

期正逢上海 “五五购物节”， 南京路步行

街众多商家推出给力促销活动， 吸引大量

消费者上街买买买 ， 同时还能看艺术

展———一场名为 “笑出色彩、 由新而生”

的艺术主题展正在世纪广场举行， 汇集了

全世界 13 个国家的 45 位艺术家在疫情期

间专门创作的 48 件作品， 并以口罩作为

载体进行呈现。

一滴艺术水滴 ， 泛起步行街层层涟

漪； 一道绚丽彩虹， 绽放希望的色彩……

展览以 “涟漪” 的整体视觉为设计灵感，

表达了 “新生” 精神就此联动和漾开。 盈

彩矩阵装置的内侧面以象征希望的彩虹色

进行装点， 艺术家们的作品安置其中， 人

们穿梭于色彩之间， 享受艺术创作的趣味

和变幻。

在独特的半开放空间内， 人们触动屏

幕， 便可启动 AR （增强现实） 互动艺术

口罩拍摄装置。 参与者可选择添加艺术口

罩效果， 或选择不添加直接展现笑容， 由

智能互动系统拍下参与者的照片， 最终形

成一张专属 AR 海报， 展示到主题墙的大

屏幕上 。 这是 “Color4Smile/笑出色彩 ”

全球抗疫艺术共创计划的延续， 公众可以

一同参与， 成为共创计划的成员， 重拾信

心， 让快乐重现。

上海南京路步行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 步行街希望通过此次公

共艺术主题展， 以南京东路为原点， 由艺

术和设计创意方式发起 、 扩散 、 传递

“爱” “新生” 以及正面积极的力量。

■ 百年间，淮海路之所以被典藏、被分享，就是因为她

已不仅仅是一条商业街， 更成为上海的一个文化符号。做

强品牌经济，做厚社交标签，做广消费场域———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的当下，在拥抱互联网的风口，无法再“躺赢”的

长长淮海路，以此开启了一场逆袭

■ 今年适逢淮海中路辟筑120周年，这两天，一场热闹

的购物节启动仪式在淮海中路近成都南路的TX淮海广场

举办，为淮海路这条历史悠久的街道增添了青春活力

此次公共艺术展旨在由艺术和设计创

意方式发起、扩散、传递“爱”“新生”以及正

面积极的力量。 （世纪广场供图）

无法再“躺赢”的淮海路
这样开启一场逆袭

新兴消费：“上海云购物”打造商业“样板房”

办好“五五购物节” 促进“五大消费”系列报道之二

传统商业和电商平台共同探索，助力中国零售业数字化转型创新

，启哲

战 “疫 ”有多久 ，上海的艺术家们

线上探索就有多久。三个多月以来，从

最早抖音发起 “艺起前行 ”话题 ，到如

今全平台加入的“一呼百应”；从“云录

制”“云创排”“云演出”“云练功” 再到

如今的直播、录播甚至带货，上海云端

演艺正逐步形成产品矩阵，走向“常态

化”。这背后有观众的期冀和各界力量

的支持， 更离不开沪上文艺人从台前

到幕后的全动员。

在此次上海大剧院特别放送中 ，

开场的不是明星大腕， 而是一群幕后

剧场人组成的 “芥末少女 ”组合 。观众

惊喜地发现，那些活跃在谈判桌、策划

室的姑娘小伙， 不但有着艺术研判能

力和专业知识，本身也是乐器合唱、作

词作曲样样精通的文艺青年。 把节目

遴选和艺术普及交给他们，放心！即便

不特别出镜， 演艺人也在一次次云端

活动中成长为技术 “多面手 ”。上海越

剧院事业发展部为让“越趣童谣”更易

被小朋友接受， 学会了给视频制作卡

通图案和可爱花字。 而说起拉流推流

等直播技术行话， 上海昆剧团昔日与

曲谱唱腔打交道的“老法师”竟也头头

是道……

正是贯穿全周期的全动员， 让每

一次全情投入都有了观众的热情反

馈。短视频 “爆款 ”最开始总出在明星

艺术家之中， 而通过独特创意和对新

媒体的熟稔，一批90后戏曲、杂技人迅

速成为 “网红 ”。直播最开始要院团当

家人、台柱子带流量，得益于精心策划

与持续运营， 一些艺术教育项目已悄

然展现出长尾效应。

“云上 ”全动员 ，必将经验反哺于

日常演出和创作———这是久别重逢 ，

更是美好期待， 相信演艺行业更多全

新体验与惊喜就在前方不远处。

上海文艺创作台上好戏幕后苦练
“云端”引爆文艺新业态崭新活力

沪上文艺院团和剧场在“五一”小长假密集推出线上演艺活动

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 上海多家

院团和剧院也积极将“云上见”变为一

种常态。“五一”小长假期间，上海迎来

演艺直播活动的高潮。昨晚，作为上海

地标性演出场所， 上海大剧院用一场

特别放送集结各路名角， 向观众 “承

诺”———有光，就有戏。上海歌剧院则

携手“经典947”，于昨、今两晚，漫游在

上海辰山植物园的花草之中，也奉上两

场经典歌剧歌曲演绎。此外，上海芭蕾

舞团、上海歌舞团与上海戏曲艺术中心

旗下六大院团等均在“五一”假期前后

推出各式云端特别活动， 令观众假期

“宅家”也能与好戏相伴、与经典相约。

“会有回放吗，还想细细品！”“建

议大家戴耳机感受绝佳音质！”“一镜

到底的暖场太酷了！”满屏弹幕好评也

侧面印证着，即便是线上“相见”，观众

对于高品质的高雅艺术活动同样有着

审美需求。

经历三个多月的“线上”磨砺，沪

上演艺人不但适应了新状态， 也用精

心策划和丰富样式回应着演艺云端

“常态化”这一新课题。

直播放送 “不打折
扣”，让观众重温剧场体验

“暂别等待，直到风雨过去，重逢

终有时，因为我们相信，有光就有戏。”

在一曲由上海大剧院节目部工作人员

组成的“芥末少女”组合奉上的原创歌

曲《有光，就有戏》后，金星舞团的舞者

身着各色服饰在这座“水晶宫殿”翩然

起舞。 从上海大剧院的人民大道正门

拾级而上， 观众跟随舞者的律动来到

二楼大堂，随后是两侧的楼梯厅，进而

走向大剧场后台，与舞蹈家金星汇合，

拉开文华奖获奖作品《红与黑》的舞台

演艺。舞者以舞步与肢体的腾挪延展，

如何 “接力 ”完成这样一条 “云游 ”路

线？ 很快观众就发现了其中的奥妙：

“是一镜到底吗？太精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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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前不久，上海首家海派文化主题书店———海派书房

惊艳亮相， 这是疫情期间沪上第一家新开业的实体书

店， 也是大隐书局在沪开出的第十家直营门店。“逆势”

开新店，宣告了实体书店从业者对上海、对行业的坚定

信心。书店的存在可以帮助社区成为“城市美好生活的

IP”，好的书店不仅是复合跨界文化消费空间，也应成为

一座城市的精神能量场

不到四年开出十家门店、 运营三家图
书馆，坚持“为守望者暖茶，为夜行人燃灯”

沪上本土书店
大隐书局迎风怒放

■迎风绽放，特色新店以书香赋能城市公共文化供给

■叠加新功能新业态，线上线下合力为书店导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