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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良渚文化全国诗歌征集活动由文汇报

社和良渚文化保护研究基金会主办，以“5000 年

的诗与你”为主题，旨在通过全国性的作品征集

活动，以更贴近生活的表达，以及更广泛性的参

与， 让更多人在诗歌中感受古老良渚文化的魅

力。 具体要求如下：

1.征集体裁：

限诗歌（现代诗），以 100行为上限，短则不限。

作品为未曾发表过的原创稿件， 原则上每位作者一

首（组）作品。

2.征文版权：

所提交诗歌的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原作者同意

在作品完成提交后，认可征集活动主办方及关联方对

参赛作品拥有使用权和编辑出版权（出版平台包括但

不限于纸媒，互联网平台，微信公众号及与主办方有

信息互换协议的平台），并无需额外支付稿酬。

3．征集时间：

2021年 8月 1日—2021年 10月 31日。

4．奖项设置：

本次征集活动设一等奖 1名，二等奖 3名，三等

奖 5名，优秀奖 10名。 一等奖 1名：奖金 5000元/人

（税前）；二等奖 3名：奖金 3000元/人（税前）；三等奖

5名：奖金 1000元/人（税前）；优秀奖 10名：奖金 500

元/人（税前）。

5.投稿方式：

本次诗歌征集活动只接受电子投稿， 请将应征

作品完善真实姓名、 联系电话、 邮编和通联等事项

后，以附件的形式发送电子邮箱：lzwh2021@163.com；

稿件主题请标注为：“5000年的诗与你” 良渚文化全

国诗歌征稿+姓名。

6.评选办法：

征集截稿后， 主办方将邀请国内著名诗人和评

论家组成评审委员会，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进行严格评选。 所有奖项均颁发获奖证书，获奖作品

将结集出版。

2021年 8月

“5000 年的诗与你”良渚文化全国诗歌征集启事
距今五千多年的良渚文化， 拥有规模宏大、 三重布局的城

址，有目前已知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有见证阶
层分化、等级分明的墓地，有象征信仰和制度的系列玉器，完整
呈现了中国 5000多年前早期国家的社会形态，代表了中国史前
稻作文明的伟大成就， 是人类文明史上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
例。 人们对良渚古城遗址充满了无限的想象，而诗歌正是一种抒
情言志的文学体裁，通过诗歌作品的全国征集活动，希望能让更
多人认识良渚文化的恢弘绚丽，了解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

■本报记者 王嘉旖

■本报记者 王嘉旖 周辰

ｗww．whb．ｃｎ

２０21 年 8 月 12 日 星期四6 责任编辑/徐德祥 城事 公告

小小卫浴室，如何更好满足老人“心尖尖上所需”
10平方米空间，关涉到的适老细节能有多

少？ 小小一间卫浴室，从折叠浴凳、风暖浴霸到

一键紧急呼叫器，十多种适老设计内嵌其中。

今年 7 月起，经过一年半“试水期”后，

上海全面推进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 年内，

该工程将在中心城区实现街镇全覆盖，计划

完成改造建设 5000 户， 并根据实际需求和

条件向郊区延伸。

从老人萌生改造需求、社会组织参与探索

到纳入实事项目全市推广，上海的这场适老改

造行动走过了十多年。 经由实践，不断磨合设

想与现实，更精准“爆破”种种难关，一步步贴

着老人的需求走。 老人们放下一个个“后顾之

忧”，相关养老服务市场也迎来快速增长。

这场改造还在继续，需求不断升级，产品

持续迭代，一间贴心又安全的小小卫浴室，成

了超大城市原居安老生活的品质体现。

八成需求指向小小卫浴间，
大平台使个性化改造成为可能

对 82 岁的何孝竹奶奶而言， 洗澡是桩

提心吊胆的事：每一次跨进浴缸，都会让她

的膝盖和坐骨神经隐隐作痛；因为害怕摔跤

而安装了扶手，没想到不锈钢材质的扶手不

仅不防滑，冬天还冻手。

上海有大批建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的公房，随着房屋整体老化，在内里居住了

一辈子的屋主也纷纷步入老年，改造需求由

此而来。 全市层面，有 80 多万户老年人有适

老化改造需求。

适老化改造首登申城，源于 2009 年底。

彼时，一个国际公益组织牵手上海市老年基

金会，聚焦这一养老领域新项目，在部分困

难老人家庭中率先试水。 2012 年起，适老化

改造进入公共服务范畴，上海连续多年实施

低保困难老年人家庭居室适老化改造项目。

积累了足够“经验值”，2019 年底，上海开始

试点老年人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市场化运

作，面向更多有需求的老年群体。

实践中，老人们的“需求画像”日益清晰：

尽管不少老人选择“小修小补”，包括添个扶

手、换个防滑地垫等等，但超过 80%的改造需

求集中在小小卫浴间。 数据显示：对老人们而

言，小小卫浴间的贴心方便与安全，是心尖尖

上所需。 一切围着需求转，2019年起，在市民

政部门指导下， 全市层面成立了上海居家环

境适老化改造服务平台，相关改造需求、服务

资源在这个大平台上实现更精准对接。 今年，

该平台直接上线“浴改淋”专项服务包，让老

人们在勾勾选选中完成卫浴间个性化改造。

以“民生投入”撬动“增量
市场”，倒逼为老服务升级迭代

老房卫浴间，改造难度大，改造要求高，

工程利润却有限。 如何提高改造服务商的参

与积极性， 也让老人们能承受得起价格，上

海继续发力破题。

许多市人大代表在实地调研中发现，面对

改造，老人们常有“三怕”———怕花钱、怕受骗、

怕麻烦子女。 对此，上海在试点中采取“政府补

贴一点，企业让利一点，老人支付一点”的模

式，并采取差异化补贴。 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老

年人、低收入老年人、年满 80周岁且本人月收

入低于上年度城镇职工月平均养老金的老年

人，分别按照改造金额 100%、80%、50%的比例

给予补贴。 每户家庭最高补贴额度 3500元。

市民政局副局长蒋蕊表示，后续将积极

争取将适老化改造资金列入财政计划并建

立动态保障机制。 鼓励和引导公益慈善组

织、爱心企业等社会力量捐赠支持。 由此建

立起资金多元筹集机制。

不少专家学者认为，适老化改造是养老

从“民生投入”向“增量市场”转变的关键一

环。 虽然服务的是老年人，动员的却是整个

社会，由此倒逼为老服务升级迭代。

做大“朋友圈”做精“产品
池”，让贴心与安全有更多注解

市人大代表许丽萍调研中发现，申请改

造的老人中， 大多来自熟人圈的 “口口相

传”。 市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服务平台运营

方负责人周国荣则给出了一组数据：改造期

间， 工作人员通常要上门沟通至少 3 次，最

多的一户甚至前后要跑十多次。

需要反复沟通，是因为，老人们的“需求

一直在变”。 他们无法精准描述自身所需，拿

主意时会更偏向做“选择题”。 这倒逼着平台

一方面要做大“朋友圈”，汇集更多改造资源

与产品，同时也要做精“产品池”，制定更“对

胃口”的菜单，让贴心与安全有了更多注解。

目前，全市已建成并开放 6 个“居家环

境适老化改造体验点”。 “卫浴间墙面使用的

是减震竹纤维板材和快干涂料，洗衣机特意

垫高以减少操作者弯腰次数……”徐汇区龙

华街道怡乐邻里汇， 工作人员正带着居民吴

阿婆参观一个 25平方米的样板间。 这种有情

景感、代入性强的展厅，每天都能吸引数十户

居民参观体验，提高老人改造积极性。

政府搭台，无论前期意见征询还是后续质

保，老人都可寻到“兜底方”享受全周期服务。

■聚焦超大城市破解“原居安老”之困

“小修小补”不能少，社区商业写就“屋檐下的生活与诗”
老菜场蜕变为勤海社区商业中心，不仅不缺烟火气，更让手工匠人有了体面操作台

头发梳得锃亮 ，张成从 “小皮匠 ”做到

“老皮匠”，与皮鞋打了半辈子交道。20 多年

前，初来上海的他，凭着一门好手艺，在杨浦

区市光新村一带支起了一个流动修鞋摊。20

多年来，张成在社区不仅混了个脸熟，更攒

下了居民们的好口碑。

前不久，街对面一个老菜场被改造为勤

海社区商业中心，张成和他的小小修鞋摊也

被居民们 “请 ”进了 “社区工坊 ”。人生头一

回，张成有了一张体面的操作台。

老菜场蜕变为社区商业中心，这里迎来

新一轮招商，并邀请居民们提建议。大家七

嘴八舌地说出“理想店家”，几位承揽日常刚

需“小修小补”的手工匠人始终在名单上。居

民们说，一定不能少了他们。

今年上半年，商务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等 12 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推进城市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建设的意见》（简称 《意见》），提

出要在居民步行 15 分钟左右的范围内，建

设可以满足日常生活基本消费和品质消费

的多业态集聚的社区商圈。

这个便民生活圈内，不仅要有烟火气十

足的菜场、早餐店，更要涵纳居民们日常生

活所需的 “小修小补”。 探索社区商业写就

“生活与诗”，上海早已起步，结合城市有机

更新，塑造新的公共市集和商业空间，甚至

将烟火气十足的菜场与艺术展陈空间、咖啡

馆、花店融于一体。

“柴米油盐”“诗与远方”并行不悖。品类

繁多的社区商业，兜住了基本民生，促进了

消费升级，点亮、畅通了城市经济生活的微

循环。

有了“黄金铺位”，口碑
小皮匠告别风吹日晒

张成的工作台上，始终放着一台凤凰牌

缝纫机。这个老物件，当年是需要凭票购买

的。机身上隐约可见斑驳痕迹，但机身整体

还是光可鉴人。 来往的人都说，“小皮匠”将

它维护得好。

这台老式缝纫机主要进行的加工服务

是裤子拷边。张成说，这是独属社区的多元

化经营。他铺头的服务清单，统统围着居民

需求转。

“不欺生”“肯干活”，居民们对“小皮匠”

评价颇高。

告别了流动摊位的风吹日晒，如今的张

成拥有“黄金铺位”。所有人进门后，一抬眼

便能看见。星星点点的绿植，装饰着这方小

工坊。

经过微更新改造，菜市场原先千余平方

米的空间被重新分割。生鲜商贸的面积压缩

至原先的近三分之一，更多诗意生活空间一

一嵌入。从健身房到舞蹈教室、阅读空间，多

元业态让人驻足停留。 相关负责人介绍，新

叠加的便民业态都是在居民需求调研基础

上而定。“小修小补” 等便民服务的进驻，平

衡了民生改善与社区商业发展。

社区商业“圈粉”，放大
居民的“喜爱”

在勤海项目设计总监许异看来，菜场更

像是社区“第三空间”。在传统商贸外，被赋

予了公共社交的独特意义。

以完全嵌入社区的勤海项目为例，以业

界眼光， 这里做商业先天禀赋并不优厚。项

目西临小学，南邻养老院，是个成熟居住区，

这也意味着客流几乎来自本地居民。社区商

业要“圈粉”，就要让生活于此的人们感到舒

适、惬意，由此愿逛、爱逛。

改造之初，许异带着社区老照片反复在

居民区里辗转、逗留，就是为了挖掘出本土

居民喜爱的元素。“只有真正了解一个地区

的过去、现在，才能设计出本地居民更钟意

的空间。”

在市光新村，许异感受到了北宋著名画

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热闹街市

氛围。以此为灵感，最终将设计概念提取为

“屋檐下的生活与诗”，希望借此还原屋檐下

孩子嬉戏打闹的市井生活。屋檐的理念被具

象为折线形的单坡斜屋顶，设计将原本封闭

的建筑边界打开，增添了通透灵动开放的舒

适之感。

标准化管理，满足品质
生活向往

从外观形制看，社区商业体在设计师手

里， 从暖色系里弄会客厅到江南风格院落，

不一而足。从内容看，有这样一条共识：关注

百姓的市井生活，尽可能保留“小修小补”等

便民服务。

今年 5 月，商务部在对该《意见》解读时

曾指出：支持品牌连锁企业进社区，“以大带

小”提升夫妻店，加快菜市场标准化改造，引

导第三方技术服务商、平台企业为实体店赋

能服务。

事实上 ，自 2018 年起 ，中国社区商业

工作委员会便开始推动“社区工坊”这一综

合性服务业态在多地落地。今年 7 月，社区

工坊标准化形象在上海发布。 从流动摊位

到 “屋檐下的生活与诗 ”，更多能人巧匠登

堂入室，有了体面案头；更重要的，社区工坊

的诞生，将利于把原本散乱的便民服务纳入

标准化管理，进一步满足人们对品质生活的

向往，也由此赋能居民们的“黄金 15 分钟生

活圈”。

在徐汇区龙华街道怡乐邻里汇， 工作人员正带着社区居

民吴阿姨参观一个 25 平方米的小套间。

本报记者 周辰摄

▲勤海社区商业中心外立面体现“屋檐下的生活与诗”理念。襌“社区工坊”内，王师傅为社区居民修理钟表。摄影：邢千里 制图：冯晓瑜

■ 探索社区商业写就“生活与诗”，上海早
已起步，结合城市有机更新，塑造新的公共市
集和商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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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上个月，该刊邀请到了包括中华医学

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瞿介明在内的十余位专家

共同研讨最新研究动态， 还初步达成由中华医学会

神经病学分会认知障碍学组委员王刚教授牵头，在

杂志上推出“神经内科疾病系列报道”的意向。

“内涵建设项目”有一类资助方向，是鼓励编辑

部组建专门的研究团队， 围绕特定的期刊发展问题

开展研究。 中文刊《临床儿科杂志》是一本创刊近 40

年的“老刊”，当下碰到的主要问题是稿源外流。从自

身“短板”出发，期刊责任编辑邹强在调研中发现，中

国学者在全球排名前 15 的开放获取（OA）期刊上发

表的论文，占中国所有 OA 论文总数的 40%。 由此，

他提出制定交大版核心期刊目录的建议， 以更好指

导校内学者将科研成果发表在高影响力学术期刊

上，向全球学者展示。

储备人才，让更多优秀青年投身
期刊告别“边缘化”

“大刊”离不开“大家”，是培育一流科技期刊的

共识。 秦钠表示，由一流专家学者带队，组织策划一

批高质量科学家投稿，是快速做强期刊的重要方式。

比如，上大期刊群已经邀请到国内外 12 位院士级专

家担任主编。 不过，要持续办好一本“牛刊”，或由点

带面办好期刊集群，就离不开“大牛”主编率领下的

一支优秀期刊编辑团队。

近两年，国内最大、全球第三的光学期刊出版机

构———中国激光杂志社旗下三本中文期刊陆续由月

刊变为半月刊， 这对编辑团队的人才储备提出了更

高要求。 中国激光杂志社总经理杨蕾说：“我们一直

非常重视青年期刊人才的培养， 每本期刊都有各自

的微信群，集聚了国内外光学领域各学科人才，表现

出色的年轻人有望进入编委团队。 ”

张丽英是 《纳微快报 》的编辑部主任 ，创刊 12

年，她已经基本卸下科研任务，全身心投入到办刊中

来。但是她的编制怎么办？办刊能否有晋升渠道？据

悉， 上海交大即将对学校出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聘

任工作进行规范调整，让期刊相关从业人员走出“边

缘化”困境，拥有更完善的职业发展路径。

融合发展，加速优秀科研成果全球化、立体
化传播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 期刊界、 出版界也

面临着数字化转型。 早在 2016 年， 上海大学、 东方网、 上海

市期刊协会共同签署出版融合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在 “技术”

和 “传播” 上探索期刊从内容生产到传播出版与新媒体的深度

融合。

《电化学能源评论》 是一本诞生仅三年的新刊。 2018 年

刚创刊不久， 上海大学教授、 加拿大国家工程院院士张久俊就

和编辑部团队尝试在刊物上发表了首部视频论文 《水电解： 何

为理想的电催化剂》。 研究人员无需浏览全文即可通过可视化

手段了解电解水研究的现状、 挑战和发展方向， 视频论文上线

一个月即获得 3000 多次点击。

新的出版形式放大了文章的影响力， 也增强了期刊的话语

权。 截至今年 8 月， 张久俊的视频论文下载量超过 1.5 万次，

被引 87 次， 远超 《电化学能源评论》 29 次的篇均被引频次。

不仅如此， 这篇视频论文还被全球第二大科技期刊出版公司施

普林格微信公众号等转载， 《电化学能源评论》 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不断扩大， 半年后， 杂志的投稿量翻倍， 篇均下载量增长

60%， 读者遍布世界各地。

在上海新闻出版专项资金支持下 ， 上海大学期刊社自

2017 年起逐步建立起融合出版实验室， 通过传统纸媒与 AR、

VR 等新技术的融合， 对学术期刊进行富媒体出版， 加速优秀

科研成果的全球化、 立体化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