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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是第一个“中
国人民警察节”， 市委书记李强
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警
察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李
强指出，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全市广大公安干警等持
续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全力
守护超大城市和人民群众平安，

为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双胜利作出了重要
贡献。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实际行动
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
公正、纪律严明，更好守护城市
平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
人民安居乐业，为上海加快建设
“五个中心” 和具有世界影响力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不断创造新奇迹、展现新气象提
供坚强有力保障，以优异成绩庆
祝建党100周年。

聚焦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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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大阳线”，
预见上海AI产业“最好年代”
年末年初的寒潮来袭， 挡不住上海

人工智能（AI）产业的热力。在松江区，规
模国内前三的腾讯AI超算中心建设如火
如荼，首届产业链大会吸引众多企业；在
临港新片区， 商汤科技AI算力平台顺利
封顶，未来将满足4个超大型城市的计算
需求；在徐汇区，北杨AI产业基地正式开
工， 将打造为又一个百亿元级AI产业高
地……

事实上，这种火热局面，是过去12个
月中上海人工智能产业逆风而进、 强势
前行的延续。统计显示，去年前9个月，上
海AI产业规模就已超过2019年全年，达

1541亿元，而且在AI生态营建、场景渗透
等方面收获了更多进展， 将有力推动这
一战略性产业持续增长，实现上海“十四
五”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中提出
的“产业规模倍增”目标。

逆势上扬的增长曲线

一季度326亿元，二季度546亿元，三
季度669亿元……这是上海AI产业去年
分时段产出的变动走势。显然，这是一条
先抑后扬、越来越陡的上升曲线，也可以
视为去年前三季度整个时间段上的一根
“大阳线”。经过去年初的短暂停后，AI是

上海复苏时间最早、 力度最大的产业之
一，而哪怕在疫情期间，钛米、达闼、高仙
等企业的订单不降反增， 各类智能机器
人不断驰援湖北等各地防控一线， 上海
机器人在方舱医院“领舞”的画面随央视
报道而被全国所知。

去年的各种冲击并没有影响上海成
为众多AI头部企业投资热土的趋势，仅
在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当天，就
有36个AI产业项目签约落地，总投资300

多亿元。从去年全年情况看，微软、亚马
逊、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巨头
纷纷与上海签约，围绕产业生态布局；商
汤、依图、深兰等不断取得技术突破；寒
武纪、平头哥、地平线等基础类企业致力

于在芯片、传感器等领域解决“卡脖子”

问题；明略、联影、达观、氪信等应用类企
业深耕商贸、医疗、金融等垂直领域，提
升AI赋能价值。

不仅新投资多、大项目多，上海AI产
业空间分布也越来越合理。 徐汇区的上
海西岸国际人工智能中心（AI Tower）正
式启用， 开始打造产学研用一体的AI产
业链； 茛 下转第三版

■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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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显示，2020 年
上海公众安全感和公安工
作满意度两项数据再创历
史新高，连续八年实现“双
提升”。城市安全有序的背
后，凝结着全市 6 万余名
公安民警和警务辅助人员
的辛勤汗水

■市公安局表示，将坚
持“科技 + 人力”理念，主
动融入城市运行“一网统
管”和政务服务“一网通
办”，努力推动平安城市数
字化转型，让人民群众获得
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
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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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互联网医疗优势显现建设提速

上海交通大学健康长三角研究院发布最新报告———
实体医院主导的互联网医疗将快速壮大，第三方平台发展将面临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互联网
医疗的发展进入快车道。 日前举行的
上海交通大学健康长三角研究院年度
论坛发布的一份最新调查显示， 超七
成医生反馈所在医院已经或正在推
进互联网医院建设；公众对互联网医
疗的认知和使用率快速提升；互联网
“首诊” 将在一定的疾病领域和场景
逐步开放；实体医院主导的互联网医
疗将快速壮大，第三方平台发展将面
临挑战。

2020年2月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
发布通知， 要求在疫情防控期间，大
力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 。 临近一周
年， 互联网医疗在中国发展如何？由
上海交通大学健康长三角研究院发
布的这份报告，对疫情发生以来互联
网医疗行业已发生的变化和将发生
的趋势作了全面论述和预测。

互联网医院建设速
度明显加快

自2014年互联网医疗进入启动期
以来，互联网医疗市场备受关注。几经
洗牌，2020年被称为“互联网医疗高速

发展元年”。

2020年2月27日，上海市首张公立
医院互联网医院牌照花落上海市徐汇
区中心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徐汇医院）。一天后，在上海市医保局
的大力支持下， 徐汇区中心医院成上

海首家实现“线上脱卡支付”的公立互
联网医院。

据市卫健委官方消息， 截至2020

年12月底， 上海已有50家医疗机构取
得互联网医院资质。此外，通过互联网
线上问诊，患者更可借助一部手机“跑

遍”上海医院。

报告指出， 随着互联网医院建设
提速 ，加速开展的 “互联网+医疗 ”服
务，正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多
样化医疗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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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晨琰

网络、影视甚至游戏，让文学呈现前所未有的广度
沪上老牌文学期刊向类型小说敞开怀抱，触网跨界成新常态，有人悲观，但有学者认为———

曾经看似泾渭分明的严肃文学 、

网络文学、 公号写作、 影视剧本等阵
营， 正加速彼此交织融合———坐拥近

780 万微博粉丝的畅销书作家马伯庸
首次亮相 《收获》， 最新小说 《长安的
荔枝 》 即将首发长篇专号 2021 年春
卷； 早期在网络上连载的小说 《繁花》

列入 “中国网络文学 20 年 20 部作
品”， 也拿下茅盾文学奖等主流奖项，

推出单行本七年多来加印 40 余次， 累
计发行近 80 万册； 一些公众号人气作
者的文章一经发布， 点击量迅速攀升
至 “10 万+”， 影视界、 出版界纷纷抛
来合作 “邀请函” ……新技术新媒介

的催化下， 文学写作呈现出愈发斑斓
多元的局面。

对此，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评
论家严锋将其形容为新的 “大文学 ”

局面 ， 面对 “文学的吸引力下降了 ”

“小说已不再是主流的文娱形式” 等悲
观声音， 他更愿意从宽泛维度打量蓬
勃多元的文学现场———“随着文学市场
发育壮大， 故事的载体、 渠道、 受众
无不发生变化。 如果把眼界扩大一些，

我们会发现网络文学、 影视乃至游戏
的参与， 让文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
样性， 广度和质量都令人欣然。” 他认
为， 所谓无边界， 并不是 “我要成为
你”， 而是呼唤一种新的大文学、 大故
事、 大媒介， 让文学为人类的生存提

供更多想象和表达， 持续探索讲故事
能力的可能性。

从“敌视”到“取经”，
不同“文学部落”屏障不
断消弭

有学者提醒，很长一段时间，文学
秩序中的确存在不同“文学部落”的分
野，一些关注主流作家、经典作家的批
评家，对类型文学、民间写作者常常视
而不见，不同圈层作者群体之间往往也
存“敌视”或偏见。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评论家何平观察到一个现象，技术革新
使得全民写作成为可能，评价体系加入

了读者 、市场 、资本等维度 ，但不同版
图、部落之间的对话有限，“圈内自萌循
环”现象仍存在。

“可喜的是，这种屏障正不断消弭，

不同风格、趣味的文学实践各美共存。”

他认为，比起上世纪80年代人们只能通
过期刊杂志去读小说，眼下不同口味的
读者能通过多样化载体去接触自己爱
读的文学类型，对创作者来说反而打开
了更辽阔的空间。不少作品也打破了所
谓通俗小说与纯文学的界限，很难简单
归类到某一种。

“大家对纯文学和类型文学、网络
文学很容易产生刻板印象———似乎前
者更讲究文字，立意更深；网文相对不
那么讲究，广度没那么大，商业指向更

强。但与其刻意制造界限，不同圈层或
部落之间也可以彼此取经。” 在文学期
刊发表过作品、既写侦探小说也开罪案
公号 ，自称 “公号写作者 ”的何袜皮认
为，所谓的界限“并不像电灯开关非明
即暗，更多时候是中间地带，可以逐渐
调节亮度”。

这也就不难理解，不少老牌纯文学
期刊正向优秀的类型小说、网络作品敞
开怀抱，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正越来越
频密地交集。《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一
直尝试向刘慈欣约稿，希望下一部《三
体》落地；不少评论家也认为，《琅琊榜》

等热门网文在小说结构、语言上有很多
值得传统文学领域作家借鉴之处。而一
些动辄生产几百万字的网络小说作家，

也对写作方式多了自省与“文体自觉”，

曾写下《庆余年》《择天记》的猫腻半年
前进入“半退休”状态：“我在尝试能不
能创作一些小体量的作品，改变过往的
网文码字模式。”

文学的河流究竟流
向何方？“读者在哪，生命
力就在哪”

跳出 “单一部落 ” 的自我窄化 ，

需要作家不局限于书斋内的知识生产，

而是贴近文学现场的一线， 找到创作
与读者更紧密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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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十四五”时期法治中国建设
中共中央印发《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 近日，

中共中央印发了 《法治中国建设规划
（2020－2025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规划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应当实
现法律规范科学完备统一， 执法司法
公正高效权威， 权力运行受到有效制
约监督， 人民合法权益得到充分尊重

保障，法治信仰普遍确立，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全面建成。到2025

年， 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体制机制更
加健全， 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完备，职责明确、

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日益健全，

相互配合、 相互制约的司法权运行机
制更加科学有效， 法治社会建设取得

重大进展，党内法规体系更加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初步形成。

到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
社会基本建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基本形成，人民平等参与、平等
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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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旸

去年10月，长三角（上海）互联网医院投入运行，优化线上线下服务流程，打通长三角居民享受优质医疗资源的“最

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日益强健的产业链条
越走越宽的黄金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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