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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做好当前经济工作

杨逸淇

新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

次强调 “大力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深刻展现了党中央保护支持各类市

场主体更好地生存发展的坚定意志，为

各类市场主体注入了巨大信心， 为中国

经济逆势飞扬增添强大动力。

何谓“市场主体”？ 是指在市场上从

事生产和交易活动的组织和个人。 据统

计，截至去年底，我国各类市场主体已有

1.23 亿户，其中企业 3858 万户，个体工

商户 8261 万户。这些数量庞大的市场

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

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 技术进步的

主要推动者。 我国经济二季度企稳回

升、由负转正，可以说，各类市场主体

的“满血复活”功不可没。因此，要千方

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 为经济发展

积蓄基本力量。

保护好市场主体， 首先要了解市

场主体， 摸清问题所在。 出口转内销

“卡”在哪里？补链强链难在何处？如何

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坐在办公

室里都是问题”，唯有“走下去”，深入

企业，与企业家、创业者、经营者面对面、

心贴心地交流，才能全面了解实情。从这

个意义上讲，“留得青山，赢得未来”不仅

是认识论，更是方法论。

保市场主体，要坚持精准施策理念。

市场主体是多元的，有国企、民企、外企、

港澳台资企业、个体户等等，所在的行业

不尽相同，所处的境况也不尽相同，有需

要减费、免租、融资的，有需要订单、销售

渠道的，有需要转型升级的。 因此，纾困

惠企的“政策礼包”也需因企而异、量体

裁衣，通过个性化、精准化服务，直接惠

及市场主体，把人、财、物用在刀刃上，发

挥最大效益。

目前，上海有中小企业总数 40.9 万

户，吸纳从业人员 740 多万，是做好“六

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最关键的市场

主体。近日，上海再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22 条政策，对已到期但深受企业欢迎的

减免社保、降低电价等政策“延期”；针对

旅行社、网吧等特殊行业，在支持力度上

“加码”；还在此前“惠企 28 条”的基础上

“创设”了一些新政策。 正是这些极具针

对性的“精准滴灌”措施，为各类市场主

体持续恢复活力，提供了有效保障。

保市场主体，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 而好的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 实际上，

优化营商环境， 归根结底是为了给市场

主体解决实际问题， 解除企业的后顾之

忧。在“特斯拉速度”正成为常态的上海，

营商环境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当

然，目前营商环境仍然存在短板。 比如，

企业负担仍需降低， 产权保护仍需加强

等等。 所幸的是， 上海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当好“店小二”，是坚定不移的。 7 月

27 日，世界银行发布报告 ，在点赞上海

优异的营商环境的同时，报告强调“在当

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的背景下，

营商环境改革也是推动经济复苏的一个

重要手段”。

值得重视的是， 面对不断涌现的新

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保市

场主体 ，在 “保护 ”的基础上 ，尤其需在

“激发 ”活力上下功夫 ，以更加 “包容审

慎”的政策帮助企业培育新动能，发展新

经济。

风物长宜放眼量。“青山”在，希望就

在。市场主体越有活力，经济发展就越有

动力。 千方百计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想方设法把企业家精神弘扬好，中国

经济没有过不去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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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婷） 撸串， 是时下时髦的

消夏方式 。 新近在上海博物馆揭幕的 “荷浦珠

还———荷兰倪汉克新近捐赠文物展” 上展出的一

件绿釉陶烤炉却告诉我们： 在两千年前的汉代，

烧烤已颇为流行。 本次展览集中展示了倪汉克近

年来向上海博物馆捐赠的青铜器、 陶瓷器和牙雕

精品等珍贵文物 54 件， 其中部分填补了该馆相

应门类的阙漏。

倪汉克是荷兰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 受家风

濡染， 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艺术尤其情有独

钟 。 在 2008 年、 2018 年和 2019 年 ， 倪汉克先

后三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其收藏的中国陶瓷、

青铜和牙雕文物等总计 150 余件， 年代自商代至

明清， 跨度近三千年。

此次展出的这批文物进一步充实了上海博物

馆的馆藏。 展厅中， 一件通体施绿釉的陶烤炉颇

为吸引眼球， 炉上架有两枚烤签， 签上各置四只

蝉。 “这说明， 汉代的烹饪技法中除去蒸、 煮、

煎等， 烧烤也颇为流行。” 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

部陈洁说， 在汉代画像石上常出现烧烤的画面，

如山东诸城凉台汉墓出土的 “庖厨” 画像， 就有

厨师在方形烤炉前烤肉串的形象。 除去常规的肉

类炙烤 ， 汉代也有烤蝉 、 食蝉的习惯 。 曹植的

《蝉赋》 属于汉晋时期流行的咏物赋， 其中描写

蝉的悲惨命运时提到： “委厥体于膳夫， 归炎炭

而就燔。” 表明当时以烧烤的方式烹饪蝉是一件

极为平常的事情。

陈洁告诉记者， 汉代的丧葬观念是 “事死如

生”， 即认为 “生死同值”。 此次展出的随葬品，

除了烤炉 ， 还有磨坊 、 猪圈 、 灶台 、 水井 、 水

塘、 望楼等。 这些模仿当时生产和生活设施的模

型明器， 展示了当时人们生活的真实场景， 让我

们得以管中窥豹， 了解汉代社会、 经济、 生活的

方方面面。

一座清代象牙雕七层宝塔， 陈列于上海博物

馆一楼大厅的正中央。 它具有晚清时期南派牙雕

的典型风格和时代特征， 代表了当时较高的工艺

水平。 据介绍， 该宝塔在入藏上海博物馆之后，

经专业人员的精心修复与科学保护， 如今已再焕

荣光， 华彩复现。

此次亮相的青铜器也不乏珍品。 比如一尊蛙

饰鼓， 常见出土于 16 至 18 世纪芒族郎官墓中，

至今越南芒族人仍在使用， 因此又称作 “芒鼓”。

“我们馆收藏有很多铜鼓， 多数来自广西、 云南，

但来自越南的这是第一件， 填补了我馆在东南亚

地区铜鼓艺术收藏方面的空白。” 上海博物馆青

铜研究部副研究馆员韦心滢说。

在古装影视剧作品中， 常常能看到有人拿爵

饮酒的画面。 韦心滢指出， 这是错误的， 爵不是

饮酒器， 而是用来盛酒的。 本次展览展出了多件青铜爵， 其中一件西周早期

的大万父辛爵原藏美国纽约克里斯丁·R·霍姆斯， 收录于陈梦家先生的 《美

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 流传有序。

“我喜欢中国文化， 热衷于收藏中国文物。 藏家也需要考虑怎么处置其

藏品， 是卖还是留？ 上海博物馆是中国最有序运营的博物馆之一， 我选择她

作为捐赠对象顺理成章。 相信她一定能好好地照顾、 保存这些非凡的器物，

并让大众得以体验欣赏的乐趣。” 倪汉克如是表达他多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

珍藏文物的原因。 除此之外， 他还不遗余力地搭建平台推进上海博物馆与荷

兰兄弟博物馆的交流与合作， 促成了多个国际交流项目。 据透露， 2023 年，

上海博物馆将与荷兰多德雷赫特博物馆共同策划 17 世纪中国与荷兰绘画的

对比展， 并在中荷两馆先后举行。

在上海书展“最高分会场”，
热门英剧《正常人》同名小说“云首发”

将首设“纸电声创课”体验展台，上海译文出版社“云书房”打通线上线下阅读体验

原著被译成 46 种文字畅销全球，

同名改编英剧更是热度不减……爱尔

兰 90 后作家萨莉·鲁尼的第二部长篇

小说 《正常人》 何以如此引人关注？

刚刚过去的周末， 上海书展 “最高分

会场” ———朵云书院上海中心旗舰店

借 《正常人》 中文版首发， 探讨流行

文化的 “青春密码”。

“这部小说的寓意更像是一个人

的成长史， 其实它超越了爱情。 如果

说简·奥斯汀的小说里， 更多是用讽

刺、 嘲笑、 自嘲的笔调来处理社会阶

层、 人际关系等话题， 萨莉·鲁尼想

建立一种更特别的平等视角 ， 这在

单一的青春书写语境里是很难得

的。” 现场， 评论家孙孟晋， 作家祝

羽捷、 走走以及该书策划彭伦与读者

分享阅读感受。 活动同步在多个线上

平台直播。

爱情在她笔下被陌
生化，脱离了男欢女爱的
脂粉气

今年 5 月， BBC 英剧 《正常人》

上线， 豆瓣打出了 8.7 的高分。 同名

小说 《正常人》 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

进出版， 书中男主人公康奈尔成长在

单亲家庭 ， 女主人公玛丽安幼年丧

父， 默默忍受家庭暴力。 看上去永远

走不到一起的两类人 ， 偏偏相互吸

引 ， 建立了一种无法断绝的情感联

系。 从高中到大学， 康奈尔和玛丽安

分分合合， 其间伴随着各种误会与遗

憾、 信任与陪伴。 这种不稳定甚至不

安全的情感关系， 正是萨莉·鲁尼想

要探讨的。 “在社会持续变动之后，

年轻人对于爱情的理解和处理亲密关

系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走走说。

爱情在鲁尼笔下被陌生化， 脱离

了男欢女爱的脂粉气， 它变得安静、

肃穆起来———人和人相互理解、 彼此

改变的事 ， 怎能儿戏 ？ 正如 《正常

人》 一书的中译者钟娜所说， 《正常

人》 改编的电视剧一出， 有人欢呼，

“终于有一个不狗血的校园青春爱情

故事了， 两个年轻人的爱情， 终于不

用被堕胎、 车祸、 绝症、 第三者所打

断， 甚至不以世俗意义的恋爱关系为

节点。 它终于变得宽广起来， 成为一

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事”。

外媒评价， 《正常人》 是一部面

向未来的经典 ， 它超越了当下的范

畴， 努力探索复杂微妙情感关系的未

来形态及无限可能。 萨莉·鲁尼也被

誉为 “千禧一代” 的代言人， 为当代

小说注入新生力量。 在祝羽捷看来，

《正常人 》 的一大特点是开放式结

局———小说里两人分分合合， 像一种

情感游戏 ， 不停周旋在不同的人身

边， 但最终无论他们牵手或告别， 最

私密的那种默契感， 是别人无法触及

的 。 诚如小说中所描述的 ， 他们如同

“一盆土中的两株植物， 环绕彼此生长，

为了腾出空间而长得歪歪扭扭， 形成某

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姿态”。

打造品牌作家、 品牌
译者、品牌书系、品牌活动
的优质矩阵

《正常人》 以纸质、 电子形态同时

出版， 有声书正在制作中， 主题文创产

品也将在近期上市。 即将到来的上海书

展期间， 上海译文出版社将首次在展位

设立 “纸电声创课” 体验展台， 打通线

上线下， 以萨莉·鲁尼 《正常人》 活动

打头阵的 “译文云首发” 和 “译文云书

房”， 都以全新零售模式和多样化体验

为读者提供 “品质阅读套餐”。

“疫情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阅读的

意义和力量， 促使出版人加速转型， 研

究如何通过新的营销模式 ， 让出版品

牌 、 阅读价值通过服务辐射到更多人

群。” 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韩卫东期待，

在这届特殊的书展上借助品牌作家、 品

牌译者、 品牌书系、 品牌活动、 品牌文

创等维度的优质内容， 做好私域流量运

营， 实现线上线下联动。

除了萨莉·鲁尼的 《正常人》， 玛格

丽特·阿特伍德的现象级畅销书 《使女的

故事》 续篇 《证言》、 英国作家伊恩·麦

克尤恩的人工智能主题小说 《我这样的

机器》 也将在书展期间首发。 三场首发

式组成 “译文云首发” 活动， 除了落地

朵云书院， 也将通过 b 站、 当当、 京东

等平台直播。

此外，“译文云书房 ：8 月线上共读

计划”将线上直播讲座作为专辑上线，预

订专辑的读者可在书展期间连续参与线

上读书分享会，聆听译者、学者、作家的

系列讲座， 包括博尔赫斯、 翁贝托·埃

科、 菲利普·罗斯等名家作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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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剧《正常人》剧照。

荩同名小说新近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 （出版方供图）

茛清代象牙雕七层宝塔

陈列于上博一楼大厅中央。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荨展出的绿釉陶烤炉。

（上海博物馆供图）

制图：李洁

让“四史”学习教育成为打造舞台红色新经典的根本动力
（上接第一版 ） 相较过往的新创作品 ，

已在疫情 “窗口期” 完成剧本创作的该

剧， 进一步拉长了二度创作的周期， 今

年有望正式落地开排， 并于今年年底或

明年年初首演。 “之所以下大决心、 花

大力气重新打造这个项目， 我们目标很

明确 ， 就是希望献礼之作一出手就有

‘准精品’ 的样貌！” 张帆告诉记者， 对

于这部讲述北平何以和平解放、 共产党

何以赢得民心的重磅作品来说， 此时结

合 “四史” 学习深挖作品内涵与精神十

分必要。 接下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剧院计划通过讲座、 读书、 采风等各种

方式， 加深青年演员的思想认识。

红色经典 “传家宝”，

让传承者带着精品意识向
高峰攀登

不久前， 在 90 高龄的作曲家吕其

明家中， 90 后作曲家龚天鹏郑重接过

老人的代表作———管弦乐序曲 《红旗

颂 》 总谱。 两位 “90 后 ” 的交接 ， 是

流淌在上海文艺人血液中红色基因传承

的生动写照。 正是在吕其明这位成长于

革命年代、 拥有赤诚之心的艺术家精神

感召下， 龚天鹏陆续在全国各地瞻仰各

大革命先烈纪念馆， 向老一辈艺术家及

党史专家拜访请教， 最终交出一部阐述

共产党伟大历史， 讴歌当代民族精神、

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民族自豪感的交响组

诗 《百年颂》。

回溯历史 ， 从沪剧 《芦荡火种 》

《红灯记》， 到京剧 《智取威虎山》、 芭

蕾舞剧 《白毛女》， 再到民族歌剧 《江

姐》、 管弦乐序曲 《红旗颂》 ……上海

舞台上曾诞生一批围绕党史 、 新中国

史、 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经

典作品， 这些作品不但鼓舞着一代又一

代人奋勇向前、 开创美好生活， 也成为

沪上文艺院团代代传承的 “传家宝 ”，

让一批台前幕后的创作者从中淬炼、 成

长 ， 并在一步步贴近所饰角色的过程

中， 发自内心地产生信仰认同。

上芭 “云考核” 中， 不管是喜儿、

白毛女、 大春的亮相和身段， 还是剧中

“红缨枪” “大红枣” 等大段群舞， 至

今仍是必考项 。 《白毛女 》 中的 “大

春” 一角， 更是伴随了上芭首席演员吴

虎生十年艺术生涯。 如果说最开始的挑

战是从西方芭蕾里高大英俊的王子， 切

换成为 “大春” 这个血性中国青年， 那

么十年之后， 带着 “只有让每个舞步、

每个眼神都经得起推敲， 角色才能真正

深入人心” 的信念， 吴虎生在已经演出

50 多场 《闪闪的红星》 的边演边改中，

不断让 “潘冬子” 实现着归零重塑， 精

益求精。

同样， 朱俭也经历着一次演艺生涯

的挑战。 饰演过 《芦荡火种》 里的新四

军指导员郭建光， 主演过甲午海战中誓

死拼杀的 《邓世昌》， 面对 《一号机密》

忍辱负重守护中央文库的陈达炜， 仍是

一个新课题。 为此， 他收敛了传统沪剧

里充满戏剧化的情感， 小心拿捏表演尺

度 ， 没有拔刀开枪的大开大合 ， 揪心

处全在拖着病体 、 忍受亲人误解的一

声声咳嗽 。 他很清楚 ， 把这个人物塑

造成功了 ， 就能让观众对于中国共产

党那些隐蔽战线上的英雄多了解一分、

多敬重一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出演这些重磅

红色题材作品的青年主要演员， 均入选

市委宣传部第一、 二届 “青年文艺家培

养计划”。 计划实施期间， “学习总书

记讲话， 体验井冈山精神” “增强艺德

修养， 学习红旗渠精神” 两个专题研修

班 ， 令作为学员的青年文艺家对党有

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 并将信仰力量实

实在在转化为创作红色人物的动力 。

而这些重磅作品， 也将作为培养计划支

持的一部分， 推动他们在艺术修为上有

所精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