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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钢铁如何剪裁才能造就
曲面最好的船体？ 一架飞机空间
如何规划才能装载更多货物？一
套算法如何优化才能带来最佳体
验 ？……归根结底 ，这些都是数
学问题。

如果说基础研究是 “水”，应
用研究是“鱼”，那么数学正是“水
美鱼肥”的关键。2020年2月，科技
部公布首批13家国家应用数学中
心名单，其中一家落户上海。去年

10月举办的浦江创新论坛上，上
海国家应用数学中心正式揭牌。

一支笔、一张纸，数学家就能
徜徉于数字王国，探究宇宙真理。

得益于新型研发机构的全新机
制， 上海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在架
构上打破了单位界限和学科壁
垒， 以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
为依托， 联合上海乃至长三角地
区相关高校和代表性企业， 凝练
和解决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区域
及产业发展重大需求中的数学问
题， 为产业能级提升和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持续支撑。

算力大幅提升，
数学得以在各行各
业“求解”

“数学可以分为理论数学和
应用数学， 上海在应用数学方面
有很强的底蕴。”上海数学中心主
任、 上海国家应用数学中心联席
主任、 复旦大学教授李骏说起上
海应用数学的过往，如数家珍：苏
步青先生用数学方法为船体放
样， 谷超豪先生为某一型号导弹
定型计算， 李大潜先生建立测井
数学模型， 都是数学应用于产业
的经典范例。

理论数学可以靠数学家一人
“头脑风暴”，应用数学则不然。因
为数学家可以用各种抽象的方式
论证“解”的存在，但对工程师来
说，你得明明白白告诉他“解”是
什么 。过去 ，一些方程只能近似
描述“解”长什么样，近年来得益
于算力的快速提升和数学理论
的突飞猛进，这些方程有了求解
的可能性，这极大开拓了应用数
学的功能和研究领域。

2018年夏， 上海市科委整合
各方力量， 探讨如何提高上海数
学研究整体水平， 促进数学对产
业的支撑，秉持发展合作交流、打
破单位界限和学科壁垒的原则，

上海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应运而
生。 在这个看似松散的机构中， 囊括了各个学科的科研人
员，数学、物理、医学、图像识别、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

他们用“数学+”的方式去交叉跨界，用数学的方法攻克一
个个“卡脖子”难题，为疏通产业瓶颈提供数学支撑。

企业遇到难题，数学也可以是“解决方案”

重庆火锅生意竞争激烈， 一位老板希望能发明一种标
注“辣度”的仪器，一次与数学家闲聊让这个问题得以解决。

“其实只要发明一种深度学习算法，大数据就能让机器在看
到辣椒图片时给出辣度提示。”上海国家应用数学中心联席
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自然科学研究院院长金石团队中的一
位年轻数学家说。 茛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记者 沈湫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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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变革之力让“数字之都”超越想象

要在全面数字化转型方面发挥引领作用，除了整体性转变、
全方位赋能，还必须坚持革命性重塑原则

浙江嘉善西塘镇，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首座智慧健康小屋在此落户。 5G 网络覆盖
了水乡风格的白墙黑瓦， 串联了 10 多台数
字化自助式体质监测仪， 也让西塘镇完成了
与上海健康云的链接。 每天， 总有几十位老
人陆续前来， 如果感到不适， 或测出异样，

他们很快能在家庭医生指导下， 向上海医生
远程问诊———数字化武装后， 这个基层网点
成为长三角医疗一体化迭代的前沿， 并探索
出跨域诊疗的新模式。

数字化正在对社会的运转方式和逻辑产
生颠覆性影响。 如果只把它当成一种工具，

那就会错过它对催生新治理模式、 新产业格
局、 新管理规则的作用。 对于上海来说， 未
来要想在全面数字化转型方面发挥引领作
用 ， 除了 “整体性转变 ” “全方位赋能 ”，

还必须坚持 “革命性重塑” 的原则。

前所未有的尝试

上海市委、 市政府今年 1 月发布的 《关
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 》，

将数字化的革命性重塑效应， 归纳为 “流程
再造” “规则重构” “功能塑造” “生态构
建” 等方面。 无论如何， “重塑” 就是要作
一些前所未有的尝试。

总部位于浦东张江的汇纳科技， 是一家
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赋能实体商业的高科技
企业。 在国内， 它为数千家购物中心、 数万
家品牌零售店搭建了数字化客流分析系统，

为经营者提供消费趋势的数字化洞察力： 卖
什么、 怎么卖、 谁在买？ 随着能力的积累，

汇纳正计划与部分商业中心客户一道， 尝试
一种全新的经营模式———让它们从过去按面
积或是按销售额收租、 转向 “按客流收租”。

实际上， 这种模式的核心， 基于利用数字化
新技术营造商业的新规则， 让商业中心的经
营重心从店铺转向为消费者提供产品体验。

汇纳总裁丁遥说 ， 根据如今消费者线下体
验、 线上下单的习惯， “客流计租” 无疑是
更科学、 更公平的。

同时， 数字化创新的火花也在围绕政府
而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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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流”们奔腾而来，汇聚正向能量
激荡更年轻更精彩的文艺市场

大IP改编的电视剧正以更多元的文化触角，融合青年的文化特质，
融入时代的励志信念，不断推出可走出国门的良心之作

根据现象级网文IP改编的电视剧《斗罗大
陆》 自央视电视剧频道开播以来，“全网第一”

的热度居高不下， 网络平台播放量突破1.7亿，

收获无数海内外剧迷。今年一季度，除了《斗罗
大陆 》，湖南卫视的 《风起霓裳 》、东南卫视的
《锦绣南歌》以及江苏卫视的《琉璃》贡献了一
个又一个热度话题； 再之前，《琅琊榜》《庆余
年》《长安十二时辰》等热门网文IP剧，凭借年

轻表演者的青春活力、团队的精良制作、浓郁
悠扬的国风配乐、 时尚流行的代入感等等，让
我们看到多元化文化创新转换下，传递正向价
值的创作路径正在拓展。

伴随着这些作品在海内外的传播，一批青
年表演者带着互联网流量奔腾汇入传达主旋
律价值观的荧屏主流叙事，展现着他们积极进
取、励志向上的努力。这现象同样引起主流评
论界的关注，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认为：“这
是令人欣喜和振奋的现象。代代相传、互补生

辉、继承创新的新时代文艺，勾勒出中国文化
更具活力与自信的生动面貌。”

从提供故事创意到建立精
神审美空间，大IP不断“破圈”
引发共鸣

今天，网络文学正成为整个数字文化产业
在故事创意层面最具活力的能力场域。《2019?

2020年度网络文学 IP影视剧改编潜力评估报
告》显示：我国网剧年产量已接近400部，其中
由网络文学IP改编的作品占到近三成，而在热
播度最高的百部影视剧中 ， 这一占比高达

42%。《天盛长歌》《将夜》《全职高手》《致我们
暖暖的小时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香
蜜沉沉烬如霜》 ……打开这些网文界多题材、

多类型的经典IP，就如同走进了当代青年的文
化地图：他们认同奋斗的意义、团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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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岁吕其明真情演绎“红色情怀”
上海爱乐推出多部新作的世界首演

老一辈作曲家不忘初心写就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等，青年一代用《百年颂》等紧随

本报讯 （记者姜方）上海爱乐乐团今
天启程奔赴北京音乐厅， 将以91岁 “老团
长”吕其明领衔的一批原创新作，拉开乐团
庆祝建党百年 “红色情怀” 系列演出的大
幕。以这场音乐会为起点，至6月30日在上
海东方艺术中心收官， 五场音乐会将遵循
“经典+新作 ”的方式编排曲目 ，从经典旋
律到当代节拍， 交织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栉
风沐雨的红色记忆。

在这批迎来世界首演的原创新作中，

有多部聚焦当下、 记录时代的现实题材新
作。其中，今年91岁高龄仍坚持为人民创作
的吕其明， 再次展现旺盛的创作热情和生
命力，献上了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弦
乐合奏《祭》。

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创作于去年
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时， 吕其明从新闻里
目睹万千白衣战士不顾个人安危奋战一线
而深受触动，于是以《白求恩大夫》的电影
音乐为素材， 创作了一部时长17分钟的单

乐章随想曲， 以此歌颂中国白衣天使不畏
艰险救死扶伤的伟大精神。弦乐合奏《祭》

则是献给为民族解放而捐躯的烈士们，今
年初， 吕其明有感于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
全面胜利， 以及举国同心取得的抗疫斗争
重大战略成果，禁不住心潮澎湃，写下这部
作品。“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革命志士的无
私无畏、前赴后继，就不可能有人民大众的
美好生活。在所有人都庆祝胜利时，我们绝
对不能忘记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

作曲家徐景新， 此次也带来了全新创
作的声乐套曲《永恒的丰碑》。作品用深情
饱满、气势昂扬的音符，讴歌中国共产党在
民族解放、 民族进步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上
涌现的英雄，激励人们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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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童薇菁

■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

“探访上海科创新地标”系列报道

■ 2020年10月，三星堆遗址
考古挖掘工作重启，至今发现 6
座祭祀坑，已出土 500 余件珍
贵文物，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发展

荩 刊第五版

今年底国企公司制改革将全面完成
据新华社北京3?20日电 （记

者王希） 2021年是国企改革三年行
动的攻坚之年、 关键之年， 国有企
业公司制改革打响 “收官战” ———

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 地方所属国
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全面推进， 今年
年底将完成收尾工作。

这是记者从国务院国有企业改
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召开的国家
机关、 事业单位和地方国有企业公

司制改革推进会上了解到的信息。

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
办公室副主任、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
任翁杰明在此次会议上表示， 全面
完成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 是全面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迫切需要， 是
加快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必然
要求， 对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与市
场经济深入融合、 激发国有企业活
力和发展动力等具有重大意义。

国企公司制改革， 主要是指将
传统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符合
现代企业制度要求、 规范的公司制
企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务院国
资委积极推动中央企业于 2017年
完成公司制改革 ， 省级国资委监
管企业约96%也完成了改革任务 。

2020年启动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明确提出 ， 要全面完成国有企业
公司制改革。

右图：在日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红色经典剧目展演季”新闻发

布会现场，吕其明接受媒体采访。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三星堆新发现
“再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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