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轨交二号线徐泾东站内开展了疫情防控专项演练，

现场模拟了各种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置。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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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昨天从市交通委了解到， 防控防疫是第

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交通保障工作的 “重中

之重”，本市将在前两届进博会交通保障“精准、有

序、可控”和出行体验度提升目标的基础上，切实

做好防控防疫工作，做到“进得来 、出得去 、行得

畅、防疫好”。

据悉，前期，市交通委制定了《第三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公共交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严格

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要求，结合进博会大型

国际展会特点， 制定完成交通行业疫情防控工作

方案和操作指引，突出重点，精准施策。

今年进博会交通保障强化与市卫健部门、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及属地部门等联动联防， 统筹

考虑、精准防控，轨道交通、地面公交、出租汽车、

包车客运、 停车管理等各交通子系统形成各自专

项疫情防控方案的同时， 统筹考虑科学性和可实

施性， 布设测温点。 尤其是进博会管控区内停车

场，作为交通保障各项服务的落脚点，实施“一场

一方案”，针对性地制定检疫岗位、观察点等疫情

防控措施。

记者从久事公交获悉， 今年将通过对申昆路

前线指挥中心功能的升级改造， 进一步优化完善

三级指挥调度体系和联动保障机制。 漕宝路智慧

机务监控中心对新能源车辆进行实时后台监控，

与申昆路前线指挥中心实现联动， 及时响应处置

车辆故障等突发情况。 公交71路区间延续第二届

进博会延伸方案， 直达展馆周边， 运营时间为8

时至19时。 继续做好国展中心周边、 接驳线周边

的公交线网梳理， 合理增加运能， 保持正常营运

秩序， 实现与轨交及接驳线有效衔接。

轨道交通方面， 实施运力精准配套， 制定全

路网防疫方案， 对2、 10、 17号线相关站点制定

专项客运组织方案。 针对徐泾东站、 诸光路站出

入口做好防控防疫相关组织。 持续加强17号线离

场阶段自内而外引导， 缓解2号线离场压力。

出租汽车方面， 设置北、 东、 西3个出租车

到场下客点， 设置P6离场出租车上客 、 蓄车和

P21二级蓄车， 继续组建不少于1500辆规模的新

能源进博会专属保障车队， 进一步优化车辆调度

流程， 并明确疫情防控措施。

本次进博会周边临时停车场共计 20 处， 可

提供大车位 1500 多个， 小车位 1700 多个； 虹桥

商务区共享停车场 17 处， 工作日可提供小车位

? 5000 个， 非工作日提供约 8400 个。 相关部门

通过挖潜协调 ， 新增 P15 龙联路地块 ， 作为即

停即走停车场。

构建国际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
千亿级产业规模打造国际艺术品产业“上海地标”

第二届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10月15日启幕，凸显“上海时间、上海地标、上海平台”

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全球大部分

艺术博览会面临取消和转入线上， 上海

却抓住产业新窗口期， 加速构建对标纽

约、巴黎、巴塞尔等城市的国际重要艺术

品交易中心。

昨天， 第二届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

月宣布将于今年10月15日至11月15日举

办，聚焦凸显“上海时间、上海地标、上海

平台”，着力打造成为进博会艺术品交易

板块， 形成千亿级艺术品产业规模。 其

间， 上海正在西岸着力打造的代表艺术

品产业高地的上海新地标———“西岸艺

岛ART Tower”，预计开放样板空间。 当

天，“艺术品智慧展示及交易平台” 亦宣

布上线，并同步开放展商申报入口。

业内人士指出，这一系列“组合拳”

的打出， 危中寻机， 向世界发出上海声

音，将聚焦全球目光，提振疫情之下全球

艺术品市场的信心。

打开全球艺术品交易
“上海时间”： 国际级展览
展销线上线下联动

构建国际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是打

响“上海文化”品牌、落实“上海文创50条”

的重点抓手。 第二届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

月众多活动将以“全球艺场，上海时间”为

主题展开，形成国际级展览展销齐发生，打

开全球艺术品交易的“上海时间”。

本届交易月期间，苏富比、佳士得、

富艺斯等知名国际秋季拍卖活动结合线

上及线下模式“移师”上海集中举办，而

上海两大本土艺术博览会———“西岸艺

术与设计博览会”“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

览会” 以及享誉国际的上海双年展也将

次第举办。 此外，“上海市民间收藏珍贵

文物展” 等高品质展销活动持续助力消

费级艺术品市场。

为一系列国际级重大艺术交易活动

集聚保驾护航的， 是进一步优化的上海

艺术品交易营商环境与政策体系。“艺术

品发展上海平台” 在本届交易月将得到

进一步构建、完善，通过与阿里云合作开

发的线上 “艺术品智慧展示及交易平

台”， 探索艺术品交易产业在线化发展。

比如，艺术品线上申报系统，便捷化行政

服务。 构建7×24小时展览展示和交易的

全球性线上平台， 并提供艺术品交易综

合服务。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技

术，探索艺术品IP?权、艺术品融资租赁等

创新混合业务模型。 这个智慧平台还将启

动“艺术品云端上海进博会”，主动晋级进

博会艺术品板块。

同样令人瞩目的，是“艺术品发展上海

政策”， 将在首届交易月政策的基础上，总

结完善交易月政策， 加大对交易月期间重

点活动及参展参会单位的补贴力度， 解决

艺术品机构在上海落地和发展的实际问

题，并将在境外艺术品拍卖、跨境结汇等政

策方面实现新突破。

打造国际艺术品产业
“上海地标”：艺术与科技在
这里碰撞出璀璨火花

全新打造的国际艺术品产业上海地

标———“西岸艺岛ART Tower”， 将在本届

交易月揭开面纱。 在上海西岸“ART&AI”

发展战略引领下， 这里将迎来科技与艺术

碰撞出的更为璀璨的火花， 成为国内

艺术机构和艺术人才最集聚、 艺术品

展示交易最活跃的“热力”地标。

西岸艺岛位于上海西岸文化核心

区，建筑面积约9.3万平方米 ，由日本

著名的SANAA建筑事务所操刀设计。

它的建设， 参照了国际艺术品交易聚

集区的先进案例， 旨在按照主体集中

的理念， 吸引全球艺术品产业顶尖机

构等优质资源落户， 为上海建设世界

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打造核心载体地

标和全产业综合体。 目前项目已结构

封顶，预计交易月期间开放样板空间。

建成后的西岸艺岛，是一个“聚合

型”艺术空间———建筑中集聚整合了不

同类型的艺术品交易展示空间， 包括

2300平方米达到国际标准的公共展厅

和2000平方米独立的艺术品周转存储

区；“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也将迁

入并提供产业落地整体配套服务。这里

将提供“一站式”交易服务，依托上海国

际艺术品交易中心，从政策、流程及运

营三方面为艺术机构提供最大化的服

务便利。与此同时，它的“全要素”产业

生态值得关注———精准对接排名前5

的拍卖行、 排名前20的画廊等艺术品

交易产业主体， 并向上下游及外延行

业拓展，构建集产业链、创新链、资金

链、 服务链为一体的艺术品产业生态

圈； 促进西岸艺岛与美术馆大道以及

西岸智慧谷、西岸传媒港以及央视、阿

里、腾讯等头部企业形成互动。

进博会1200多款新品提前亮相
持续放大进博会溢出带动效应，15个国家馆在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崭新亮相

本报讯 （记者徐晶卉）距离第三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还有50天之际，15

个崭新国家馆昨天在进博会上海交易团

6+365交易服务平台———绿地全球商品贸

易港集中亮相， 持续放大进博会溢出带动

效应，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记者在现场看到，斯洛伐克、波兰、瑞

士、 德国等 8 个国家馆为全新开业， 喀麦

隆、苏丹、比利时等 7 个国家馆则是全面升

级。 “今年进博会将有 20 多家波兰企业参

展 ， 其中埃德大师啤酒等品牌是首次亮

相。”波兰投资贸易局驻华办事处中国区首

席代表尤德良说，由于疫情关系，今年部分

波兰企业负责人无法赶到进博会现场，他

将在现场通过直播， 让采购商和在波兰的

品牌商互动。

截至目前， 绿地贸易港已有来自64个

国家和地区的160家客商入驻，其中国家馆

达到39个， 成为国内拥有国家馆数量最多

的进口商品交易服务平台。

随着进博会会期日益临?， 绿地贸易

港各国家馆已提前将有关参展商准备参加

第三届进博会的1200余款新品摆上展架。 南

非国家馆引进的沃特福德混酿干红葡萄酒，

全球年产量仅1.5万瓶，每个瓶身都印有独立

编号。叙利亚国家馆不仅带来死海泥洗发水、

阿勒颇泥护发素等天然洗护用品， 此次还重

点推出特级初榨橄榄油产品， 据运营负责人

董晶岩介绍， 叙利亚此前在中国市场几乎没

有任何进口产品销售， 但最?三年间交易额

从零飙升到1000多万元，极为不易。

绿地控股集团董事长、总裁张玉良表示，

在第三届进博会上，绿地的“身份”将更加多

元，除做优做强采购商、平台服务商外，还将

首次成为进博会的组展商，携来自意大利、英

国、葡萄牙、巴西、俄罗斯、阿根廷等国家和地

区的 16 个品牌、超过 200 款新品在进博会品

质生活展区亮相， 上述品牌均是首次进入中

国市场。

另外，9月15日至11月10日，绿地贸易港将

推出“绿地全球品质生活节”，打造上海进口消

费主会场，为进博会预热。 贸易港国家馆将结

合进博会新品推广，重点打造“一馆一爆款”。

副市长许昆林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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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众多活动将以“全球艺场，上

海时间”为主题展开，形成国际级展览展销齐发生，打开全球艺术

品交易的“上海时间”

■ 西岸艺岛位于上海西岸文化核心区， 旨在按照主体集中的

理念，吸引全球艺术品产业顶尖机构等优质资源落户，为上海建设

世界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打造核心载体地标和全产业综合体

为了“进博之约”，我们全力以赴
第三届进博会各项筹备保障工作进入冲刺期

一支支进博会招商路演团队正 “行走

中国”，发出“进博邀约”；一场场云上会议

连接世界，为进博会按时举办争分夺秒；一

支支保障队伍抓紧时间提前演练， 用最好

状态迎接展会……第三届进博会各项筹备

保障工作目前已进入冲刺期。

行走中国， 做好招商路演
“播种机”

第三届进博会招展工作已基本完成，

目前筹备工作转向招商办展为主， 一支支

招商路演团队正在 “行走中国”， 在全国

18个省 （区市） 举办了20场路演及4场行

业性招商路演， 发出 “进博邀约”。 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局招商处的工作人员，自称

是在全国掀起进博“热浪”的“播种机”，一

路留下独特的 “进博印记 ”：客友如 “云 ”、

“津”“进 ” 乐道 、“吾琼吾进 ”、“晋 ” 益求

“进” ……每到一座城市， 他们都会将路

演城市名称与进博会元素巧妙结合起来，

形成一个别样 “成语”。

招商路演看似是“熟悉的味道”，背后

的故事却大有不同。 做好一场招商路演，

就像准备一道丰盛大餐，新颖的主题设计

只是 “开胃菜 ”，真正考验功力的则是 “硬

菜”———让来宾既能吃饱又能吃好，这就需

要提前了解参会者的口味， 合理设置 “菜

品”。招商宣介人曹佩对此感触颇深，“在每

个城市， 每场路演选择的参展商和采购商

行业类型都不同， 这是我们基于当地的产

业特点、居民消费习惯而‘精准画像’的结

果”。 他以成都为例，当地对进口食品和汽

车的需求很旺盛，为此，招商团队重点邀请

食品展区和汽车展区的展客商“配对”。

据悉，进博局招商处已形成小团队、多

批次的运作方式，让路演得以“多线程”同

时进行，最多的时候，一周进行3场路演，这

样的设计能让路演多跑几个城市， 让招商

“播种机”挖掘更多需求。

“云 ”游四海 ，网络服务保
障“云洽谈”“云签约”

在第三届进博会筹备工作中，“上云”

是一大特色。受疫情影响，进博会赴境外宣

传推介工作暂停，但招展始终没有停步，线

上线下结合的“云招展”“云洽谈”“云签约”

成为重要手段。 为保障每场线上活动顺利

举办， 国家会展中心信息化部迅速组织力

量 ，研究新技术 、采购新设备 ，从2月份至

今，已成功保障50场视频会议。

会展业是一个很传统的行业，“上云”

经验不足，一切都靠摸索。 “每场视频会议

的连线人数、网络条件等因素并不一样，需

要克服时差、技术等多重难题。 ”国家会展

中心信息化部负责人沈嘉骅说， 部门采取

“一会一方案、自建团队、按需投入”的工作

方式，确保视频会议画面流畅、声音清晰、

网络平稳。

李伟是信息化部硬件网络组职工，让他

印象最深刻的是5月15日举行的集体签约

会，这是今年进博会规模最大的一场集体签

约，50余家参展商现场签约， 境内外企业代表

线上参会，还安排了网络直播，对视频连线保

障提出了很高要求。保障团队在活动前一天一

早就进入会场工作， 一直到次日凌晨2点才结

束。当天早上，团队成员又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调试设备，最终保障了会议顺利举行。

脚踏实地， 利用密集展会期
提前演练

“四叶草”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是进博会举办地， 7月1日复展以来， 已举办

了20多场展会活动， 累计入场超过100万人

次。 利用日常展会活动， 国家会展中心安保

部和运营中心等现场保障部门提前演练， 查

漏补缺。

汤继尚是安保部安防事务的负责人，为

了更好保障场馆范围出入口管控工作， 他所

在的安保团队已和公安多次面对面沟通。 为

了细化和完善安保方案，团队下了大力气，除

了把往届的方案拿出来“掰开揉碎”，进一步

梳理优化，还结合今年的新情况，协同其他部

门制定疫情防控的专项方案。

“四叶草”内一共有480多名保洁人员，自

1月23日开始，他们的工作职责又增加了一项

内容———对场馆进行全面消毒杀菌。 王震涛

是国家会展中心运营中心环境事务口负责

人，他告诉记者，国家会展中心复展以来，展

会排期密集，常常是上一场展会还没结束，下

一场就入场布展了。为了不影响正常办展，消

杀工作一般要在晚上8点至次日早晨7点之间

进行，加上清理装修垃圾，很多时候，工作人

员要干到凌晨两三点才能休息。

体现一流， 展馆内外打造优
美城市“会客厅”

记者昨天还从市绿化市容管理局获悉，

本届进博会市容环境组明确了20项主要工

作，锁定各委办局及重点企业任务95项；各区

保障任务2946项，目前开工率约87%，?六成

已完工。

上海提出了城市环境体现一流水平的具

体要求：展馆内外营造优美“会客厅”，重要通

道展现敞亮城市风貌，黄浦江两岸呈现“流光

溢彩”，苏州河公共空间塑造“生活秀带”，重

要区域“席地可坐”，垃圾分类演绎新时尚，住

宿接待点漫步尽享“美丽街区”。

精细化保洁方面，上海推进高标准保洁，

特别针对黄浦江、苏州河两岸、重点区域、重

要通道进行重点部署。其中，结合南京路步行

街东拓，将精细化“席地可坐”标准延伸至南

京路东拓区域， 运用高端多功能的机械化保

洁车辆与多工艺人机组合保洁机具相结合，

实现365天高端化专业化保洁。

立体绿化景观改造方面，“申字型” 高架

沿口、主要区域道路沿线楼宇和阳台摆花，以

及苏州河防汛墙东段（南北高架以东）沿岸重

点建筑立体绿化和阳台摆花正在推进中。

此外， 备受关注的黄浦江景观照明建设

工作基本完成，苏州河两岸、延安高架、南北

高架沿线景观照明方案完成编制。

针对苏州河公共空间，上海着力塑造“生

活秀带”，一批重点项目陆续开工。目前，全市

梳理了苏州路沿线54幢建筑， 已完成整治设

计方案。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本报记者 张晓鸣

■本报记者 徐晶卉 史博臻
通讯员 卢鹏宇 于黎明

全新打造的国际艺术品产业上海地标 “西岸艺岛 ART Tower”， 将在本

届交易月揭开面纱。 （西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