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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签令发布新修订的《军队装备条例》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新
修订的《军队装备条例》，自2021年
1月1日起施行。

《条例》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
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着眼有效履
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全面聚焦
备战打仗，深刻把握装备工作的特

点规律，科学规范新形势新体制下
装备工作的基本任务、基本内容和
基本管理制度，是军队装备工作的
基本法规。

《条例》 共14章100条，按照
“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
的总原则，规范了新体制新编制下各
级装备部门的职能定位、职责界面、
工作关系；坚持以战斗力为唯一的根
本的标准，明确了体现实战化要求、

“战”与“建”有机衔接的工作机制；
围绕落实需求牵引规划、规划主导资
源配置的要求，完善了装备领域需
求、规划、预算、执行、评估的战略
管理链路；着眼提高装备建设现代化
管理能力，优化了装备全系统全寿命
各环节各要素的管理流程；立足破解
制约装备建设的矛盾问题，构建了灵
活高效、竞争开放、激励创新、规范
有序的工作制度。

跨越疫情，稳步迈向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上海做对了什么？

刚刚过去的2020年是非常特殊的一
年，上海这座城市刻下的消费印记里，带着
韧劲、创新与活力。

疫情之下，消费仍旧精彩不断：诞生于
2020年的“五五购物节”，在疫情缓解后的
第一时间启动，激活一座城的消费渴求；南
京路步行街东拓完成，再度为城市商业地
标重塑和飞跃带来启迪；第三届进博会如
期而至，为跨国界市场“链接”活力……

疫情之下，消费依然活力无限：升级版
早餐工程开启元气满满一天；首店、首展、

首秀锻造出“首发经济”独特魅力；夜间经济
点亮星光，于夜读、夜游、夜娱、夜秀的跨界
叠加中延展出一个层次丰富的“不夜城”。

2020年，上海消费市场加速跑，为全力
推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构建国内大
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
链接扎稳根基。

从五五购物节的“热”到
南京路东拓的“融”：为经济
高质量发展筑牢基础

为一座城，造一个节。在疫情缓解后，

上海在最短时间内策划举办横跨第二季度
的“五五购物节”，一手防疫一手造节，体现
出这座城市的魄力，也用消费回暖发出市
场全面复苏的信号。上海新世界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徐家平还记得去年5、6月的繁
忙情景。“每天都忙着策划营销活动，确保

‘日日有活动、周周有亮点、月月有精彩’。”
对上海而言，“五五购物节”将过去的

年中淡季变成火热的消费旺季，170余项重
点活动、1000余项特色活动、线上线下逾62
万商家参与，促成近5400亿元的消费总额，
巨大的消费力带动生产车间的轮轴转动，
为经济加速复苏点燃需求之火。

南京路步行街东拓则是下半年上海四
大主题“购物季”的点睛之笔。从人民广场
直达外滩的这一条“黄金走廊”，与滨江45
公里岸线相通相连，移步换景，特色鲜明，

“变长”的步行街不仅放大“世界会客厅”的
美妙空间，也赋予商旅文联动融合发展的
可能。

消费稳了，满盘皆活。在消费力爆发的
底色之上，商业逐渐孕育、孵化、见证着新
机遇。“五五购物节”前，百联集团不会想
到与流量型经济代表拼多多合作，但随后
的强强联手为彼此都开拓出一个新的商
业界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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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徐晶卉

一站一景，申城交通枢纽变身“文化会客厅”
城轨车辆和网络规模双居世界第一，轨交站点和车厢从源头嵌入文化艺术视角

最新开通的轨道交通18号线，工业风
十足的站名墙铺陈出沿线各站点的历史底
蕴；诞生于2013年的人民广场地铁音乐角，
每逢周末便响起悠扬乐声，已带来700多场
公益演出；陕西南路站音乐文化长廊、南京
东路站“地铁之窗”等犹如一座座小型博物
馆；“张大千和毕加索”“莫奈名画”等文化
专列穿行于城市地下空间，成为流动的文
化韵律……

地铁，不仅是交通工具，还是一座城市
最直观的表情。目前，上海轨道交通全网络
运营线路长度达771公里，运营车站数459
座，城轨车辆和网络规模双居世界第一。专
家表示，城市轨交公共空间是最贴近老百
姓的艺术殿堂，也是最佳的文化宣传阵地。
近年来，上海轨交站点审美布局和文化建
设先行一步，从站点、车厢的设计源头嵌入
文化艺术视角，让各种艺术元素在流动中
交织出新体验，也重塑城市公共文化空间
格局。

轨交新线路纳入文化元素

“周回云水游丹景，眠沙泛浦最逍遥”。
进入刚投入试运营的轨交18号线一期南段
周浦站，一幅别致的站名墙映入眼帘。它采
用浮雕工艺展现了：上海滩黄包车、留声
机、烟斗礼帽和大胡子，石库门旁端坐一位
身着优雅旗袍的女士，斑驳的画面传递出
浓郁的老上海韵味。让站名墙讲故事，是18
号线设计的一大亮点。“周浦是当年南汇经
济最发达的集镇，清末民初时就有‘小上

海’美称。”因此，设计者提取颇具代表性的
上海元素，以此指代周浦站。

车站建筑艺术是最大的文化载体。上
海轨交站点的艺术化设计视站点人文景
观而定，与地面上的保护建筑、文化名
人等相呼应，一站一景。同样在刚投入
试运营的轨交10号线二期国帆路站，站
厅有一个艺术装置《010》，展示“有无相

生”的古哲思辨，现代文明进入数字和
人工智能时代，0和1更是有着非凡的含
义，1和0的组合契合10号线的数字，宛
如天成。

最美交通枢纽上演“艺术快闪”

在莘庄南广场交通枢纽，来往行人可

驻足欣赏一段数字艺术短片，随着人流经
过，装置影像还会随之律动；这里的“艺术
快闪”还包括江南丝竹非遗主题表演、童声
合唱、阿卡贝拉等，犹如城市文化会客厅。
这是闵行区将艺术元素植入交通枢纽并与
行人互动的一次尝试，莘庄南广场也因此
被誉为上海“最美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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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心人性的柔软一点一点剥开，让你悲喜交集
《送你一朵小红花》上映三天票房达6.6亿元，成为跨年现象级影片

这个冬天，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
呈现出动人的温暖和票房亮色。自2020
年12月31日上映，三天票房已达6.6亿
元，不仅在各大网络平台领跑同档期作
品，一众学者专家也不吝溢美之词，在
朋友圈里晕开暖色调，在微博抖音等网
络空间牵引出许多温柔情绪。

电影围绕韦一航和马小远两名少
年与其家庭展开，通过两个罹患肿瘤
的年轻人，观察当今普通中国人的家
庭，也观察芸芸众生。导演韩延曾凭
2015年的《滚蛋吧！肿瘤君》被观众认
知。与前作相同，《送你一朵小红花》也

是用温柔笔触描述生命中不可承受之
痛。新片在极不平凡的2020年岁末上
映，凭借大量饱满的生活细节勾连起
人们的共情、共鸣，在迎向2021年之时
治愈着许多人。

北京眼科医生陶勇是被温暖的观
众之一。他在微博上撰文写道：“观影
的过程中，我会心地笑了，也几度落
泪，不由想到了20年从医经历里那些
坚强、乐观、可敬的患者们，他们活在
各自的苦难里，却跟片中的韦一航、马
小远一样，比很多健康人都更相信人
间的美好。”

相信美好，人间值得———这是无
数普通观众的集体观感。大家也都约

定，从2021年起，给积极生活的你我奖
励一朵小红花。

它平实地讲述，用淡
淡的浪漫来消融难以承
受的痛

《送你一朵小红花》里有两名抗癌
少年，易烊千玺饰演的韦一航和刘浩
存饰演的马小远。前者有点阴郁，走路
喜欢挨边走，坐公交车必须缩在最后
一排，他不想跟任何人产生联系，更不
愿相信世间有奇迹。后者明朗热情，她
珍惜每一天，因为“我从五岁就大把大

把吃药，那会儿我就知道，活着不是件
容易的事”。两个年纪相仿的少年一冷
一热、一迎一拒，在病友追思会上偶遇
结识，他和她、他们的病友以及各自的
家庭渐次入镜。

“抗癌”“青春”，这些关键词下的
影视作品很容易陷入两种相对浓烈的
情绪。一种苦痛和磨难，让人不忍多
看；另一种热血励志过头，喊喊加油就
能闯过难关的童话，蒙不了成年人。
《送你一朵小红花》如何处理抗癌、生
死这些话题，是外界最为关注的。影片
揭面，当然少不了生离死别的痛楚。但
更多时候，电影讲日常，讲有爱的癌症
患者家庭里平静又不失小温暖的积极

状态。在韦家，高亚麟饰演的爸爸韦江
业余喜欢雕刻，木头、胡萝卜都是他展
现手艺的工具；朱媛媛饰演的妈妈陶
慧就是普天下的妈妈，张罗三餐，精打
细算。妈妈让爸爸根据最新的抗癌蔬
菜排名更新一下平时的菜式，爸爸贫
嘴一句“蔬菜的竞争也这么大啊”，看
得人在心酸里莞尔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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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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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部、国家发改委、财
政部日前公布首批国家文化和旅
游消费示范城市、试点城市名单。
全国范围内15个示范城市中，徐
汇区作为“上海唯一”入选。

翻看获奖的“硬核实力”，一
组数据引人注意———尽管大型景
点类旅游资源和设施相对较少，
但2020年，徐汇区规模以上文化
企业及产业营收同比增长2.3%，
占全市比重近1/4，增长率和占比
均居全市第一，表现出强劲韧性
和充沛活力，为相关产业稳定发
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这一亮眼成果，源于一场关
于文旅消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与探索。徐汇区在实践中摒弃以
往纯粹“以贴补办活动”的思路，
从供给侧角度重新审视“文旅消
费”的内涵和价值———更多从空
间重构、内容重塑，从新业态、新
产业集聚角度思考探路。“一旦转
换了视角，就彻底打开了天地，发
现我们大有可为。”徐汇区文化旅
游局副局长金建红这样回味道。

这也是“十四五”时期，上海
进一步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的有益探索。有趣的灵魂，就此成
了强劲的生产力。

一旦转换了视
角，有趣的灵魂就此
成为强劲生产力

文旅消费，首先需要新场域。
徐汇区旅游景点硬设施相对

较少，但文化场馆、文化资源丰厚，
如何将这些以往的“文化目的地”
变为“旅游目的地”，让人们不仅能
来，更能停留下来，并产生消费？

以武康大楼为例，经过近年
来建筑本体修缮，周边区域架空
线入地及环境整治，底楼沿街业
态更新调整……人们不再只是走
过路过，而是能走进底楼沿街的
音乐书店、艺术展陈、文创阅读
等，感受身处其间的乐趣，也愿意
为“一种别样的心境”买单。

同样，安福路和复兴中路，这
两条处于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的
静谧马路，分别安扎着上海话剧
艺术中心、上海交响乐团。围绕这
两个文化枢纽，周边街区营造煞
费苦心———上话旁更新出安福
里，入驻野兽派旗舰店、网红餐厅
等系列潮牌；上交对面，置换打造
了黑石M+，音乐共享空间、露天
市集，网红咖啡和品牌住宿，业态
多元跨界，带来满满活力。

破圈跨界，浸润
生活更触发“随意间
的消费”

文旅消费，更需要“破圈”。
经过十年磨砺打造，以文化为先导理念建设的徐汇滨

江岸线，不仅形成了西岸剧场群、美术馆大道、滨江步道公
园等功能性设施，更集聚起从艺术创作、生产加工，到艺术
交易的完整生态体系和产业链。通过破圈跨界，艺术类消
费走出了“专业小众”的范畴，以更多元的形式浸润人们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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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线一期沈梅路站内墙壁上的

独特艺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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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线二期基隆路站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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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线二期国帆路站的艺术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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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海报!

它忠于生活，用绵
密的细节让人相信影
片传达的治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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