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譹訛正于今潮8弄举办的“城市奇遇空间艺术展”。 譺訛前不久复星艺术中心户外天台举办的公共艺术展览“熊猫花园｜云上的日子”。

譻訛今年夏天于小陆家嘴滨江城市C位揭开面纱的浦东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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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海而言， 创新创业不仅是驱
动城市发展的原动力之一， 也是衡量
城市活力与吸引力的重要标尺。 集聚
创业能量、集结天下英才、优化营商环
境， 这些都是上海践行人民城市重要
理念、提升城市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虽然面临各种不确定性， 但创业
活动在上海始终保持着极高的热度。

不久前举行的 2021 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上海选拔赛，共有 9800 多个创业团
队报名，主办方透露，在全国所有省市
中， 上海参赛队伍数量高居第一。 同
时，根据权威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市
新设企业数量达到 23.8 万户，同比增
长超过 30%。

“使在这儿的人引以为豪 、来过
的人为之倾心 、 没来过的人充满向
往”———这是上海为建设人民城市、提
升城市软实力而提出的愿景， 来自创
业者的“倾心”与“向往”则代表了城市
最深厚的魅力。

“3个1/3”背后的土壤

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
是上海着力发展的三大战略性先导
产业 ，也是创业活动最活跃的领域 。

近年来 ， 上海研发的一类新药数量
接近全国的 1/3；集成电路 、人工智
能产业集聚的人才也占到全国的约

1/3。 三个 “1/3”，充分展示了上海的
能量 。 它的背后是上海长期以来以
创新创业为导向所培植的土壤 ，也
是城市硬实力之下最丰沃 、 厚重的
软实力之基 。

浦东张江，上海光源、蛋白质设施
等构成的世界级科研装置， 向全世界
有志于创新创业的人才开放。 耗费巨
资打造如此规模与水平的大科学设
施，看似无法在短期内收获经济回报，

但上海更看重的是这些装置在提升创
新软实力方面的价值———不久前，《自
然》 杂志母公司牵头推动的一次调查
发现， 无论是评价对青年科学家的吸
引力， 还是当地青年科学家的科技创
业动力，上海均在全球 20 个科技创新
中心中排名第一。

80 后化学家姜雪峰说，要在生物
医药行业这个多学科交叉领域有所
作为 ，既需要基础研究能力 ，又要依
托强大的产业集群，上海在这两方面
都具备优越条件，创新硬实力和软实
力都很强。 基于这种优势，姜雪峰在
抗冠状病毒研究中已筛选出多个新
的小分子化合物，向着找到新药迈出
重要一步。

作为超大城市， 上海对创新创业
活动的支撑是全方位的， 甚至可以认
为， 正在将整座城市打造为创新创业
的试验场。比如，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
势， 初创企业能在上海得到大量融资
机会。 目前国内人工智能芯片赛道上两颗最闪亮的“明星”———

壁仞科技和燧原科技，都出自上海。 虽然这两家企业成立才两
三年，但已分别完成超过 47 亿元和 30 亿元的融资。 创业企业
一旦在上海打通技术和商业路径，就很容易把成功复制到海外
市场。 今年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凭借风电巡检机器人入选
“镇馆之宝”的扩博智能，其创新策略就是“在上海磨剑，在全球
亮剑”。 目前，扩博智能的风电机器人已走出国门，服务海外数
千台风机。

为什么会“人心所向”

开放、创新、包容的上海，一直对创业抱有充分的尊重。当许
多创业者对上海产生越来越强的归属感， 并在心底里把这座城
市从“兴业之地”化为“第二故乡”，这也是城市吸引力、感召力的
一种跨越式提升。 茛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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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将至，冰雪消费在中国持续升温
据新华社重庆12月19日电 （记者

伍鲲鹏 刘博）自2015年北京冬奥会的
成功申办，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投身到
冰雪运动中。 而北京冬奥会开幕的日

益临近， 更让中国冰雪消费呈现快速
扩张态势。

据京东“双十一”冰雪相关项目装
备销售数据显示，按照类目分别计算，

滑雪服成交额同比增长270%，滑雪单
板订单量同比增长590%，滑雪镜订单
量同比增长300%，滑雪品类自营订单
量同比增长23倍。 茛 下转第三版

踏雪驰骋黄浦江畔 申城助力北京冬奥
荩 刊第七版

上海：挺进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
全城共享艺术蝶变

每年办展约2000场，“艺术人口”不断增长，强劲的艺术消费力有了深厚根基

美术馆持续 “上新”、 落子铿锵———其
中， 浦东美术馆、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上
海分馆已成网红地标 ； 海外艺术 “顶流 ”

造访常态化———其中， 继法国蓬皮杜艺术
中心联姻西岸美术馆之后， 英国泰特美术
馆、 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相继与申城的美
术馆长期 “牵手”； 第三届上海国际艺术品
交易月成功举办， 多个艺博会错位共振出
艺术 “双十一” ———其中， 领衔的西岸艺
博会扩容至三馆同开……这些， 仅仅是即
将过去的这一年里上海艺术生态及产业折
射的一部分光谱， 交叠映照出的图景已然
明朗： 上海， 正步伐稳健地挺进国际艺术
品交易中心、 全球艺术之都。

今天， 上海拥有备案博物馆、 美术馆
近250家， 平均不到10万人就有一座场馆，

文物美术藏品超过230万件 /套， 每年举办
展览约2000场， 接待观众可达2000万人次，

全城可谓共享着艺术带来的蝶变。 当 “逛
展” 渐成一种潮流生活方式， “艺术人口”

不断增长， 大众的审美观得到滋养， 人民
的精神生活由此充盈， 强劲的艺术消费力
也有了深厚的根基。

引航力：强化的“顶层设
计”为艺术全产业链发展蓄足
能量

为上海艺术生态及产业前行步伐注入
澎湃动力的， 是近年来 “顶层设计” 的持
续引航。

一方面， 随着上海 “文创50条” 明确

提出 “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世界重要艺术
品交易中心之一”， 一系列利好政策、 举措
应运而生。 其中， 连续三年举办的上海国
际艺术品交易月， 以强劲的集聚效应打出
一套卓有成效的 “组合拳”， 尤为令世界瞩
目。 这一由政府牵头的艺术盛事， 渐渐确
立全球艺场的 “上海时间 ” “上海地标 ”

“上海平台”， 不仅整合艺术品领域上下游
要素资源， 云集全球艺术机构， 联通全城
艺术活动 ， 还瞄准提高艺术品通关效率 、

提升交易便利化水平等 “痛点” 持续创新
政策、 服务。 去年， 进博会文物艺术品 “5

件免税” 政策出台， 以及国家文物局选择
上海作为全国唯一的社会文物管理综合改
革试点， 又合力将申城的文物艺术品产业
往前推进一大步。

另一方面， 艺术在上海的城市规划中
占据了越来越显赫的位置。 把黄金地段留
给艺术， 正是这座城市的眼界与魄力。

茛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记者 范昕

吸附力：云集的世界“顶
流”为全球艺场的“艺术上海”
增添魅力

培育力：增长的“艺术人
口”为艺术消费市场壮大筑牢
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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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上生活”激发城市数字沟通力巨大潜能
健康码、支付码、交通码……调查显示，超九成的全球二维码应用发生在中国

如今，超九成的全球二维码应用发生在
中国。健康码、支付码、交通码……二维码已
应用于城市生活的各个领域。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年发布的第

47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披
露，全国累计已有9亿人申领健康码，使用次
数超过400亿人次； 我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
已超过8亿，比2019年增长了34%以上。

“码之城”的出现，展现了数字技术与未
来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趋势，正引发学界的关
注。有专家指出，二维码及其扫码实践正构

成一种全新的城市生活体验，而代码软件也
成为城市的“基础设施”之一，直接参与社会
运作。

城市和人的关系，也将在“码上生活”中
寻求一个新的结合点。 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
是：当城市变得“可编程”时，需要每一个人都
能参与其中，如此才能不断升级、更新城市“代
码”，从而激发城市数字沟通力的巨大潜能。

二维码已显现出连接不
同空间的沟通能力

随时随地用手机扫一扫二维码， 就能完

成支付交易、乘车出行、“打卡”网红景点……

这些， 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情
景。在上海，市民可以通过“随申办”“上海发
布”等“一网通办”类应用，快速查询社保、在
线办理户籍事项证明、“扫码”医保支付等。

这意味着什么？二维码作为“接口”，已
开始连接城市的公共服务、经济金融、文化
生活等不同领域，让越来越多的市民能轻松
获得更便捷、新颖的“码上生活”体验。

日前，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中心与浙江
大学数字沟通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一份题
为《“码之城”：城市数字沟通力报告》的调研
报告表明：在上海，不少市民游客已养成了

在外滩、东方明珠、上海博物馆等地标场所
扫码的习惯。

比起调研报告的具体结果，在调研过程
中捕捉到的一些新现象，让这份报告的参与
者、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中心研究员李梦颖
印象更深。她记得，在项目调研阶段，一名参
与调研的志愿者记录了一次发生在上海的
二维码使用“体验报告”。在杨浦滨江，志愿
者以游客身份，用手机扫一扫这栋建筑外立
面上的二维码，瞬间开启“建筑可阅读”带来
的全新体验：建筑物的“过去”，在眼前一幕
幕呈现，让游客穿越时空，感受到百年来上
海工业发展的沧桑巨变； 茛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记者 储舒婷

四捧“长安杯”！松江“平安软实力”这样炼成
在高质量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之间形成彼此促进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

在平安中国的荣誉册上，上海松江区留
下了闪亮的一页———近日在京举行的“平安
中国建设表彰大会 ”上 ，它再度蝉联 “长安
杯”。自1997年以来，松江区已连续24年荣获
“全国先进”；在至少需连续12年“全国先进”

才能入围的“长安杯”评选中，松江区更是四
度问鼎。 这一成绩放在全国所有县市中看，

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

国泰民安，安居乐业。 松江区上下通过
努力，在高质量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之间形
成了彼此促进、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 特别
是近五年，松江区刑案立案数、盗案立案数、

入宅盗案数下降43%至93%，各直辖市中首
获全国信访“三无区”，连续三年获评禁毒示
范城区；同时，地区生产总值（GDP）五年平
均增长10.2%，规模以上企业工业产值跃居

全市第二， 地方财政收入连续70个月正增
长，从全市尾部冲到前列。可以说，“长安”已
成为松江区的战略软实力。

将“平安之力”藏于人民

作为人口逾200万、 包括大量外来人口
的市郊区域，松江区营造稳定安全，有自己
的一套方法论。 对松江区而言，“平安之力”

藏在基层，平安建设的主体就是人民。 方松
社区派出所的做法就是典型一例。

方松派出所辖区位于松江新城核心，包

括区政府、 法院、 检察院， 以及八大商圈、

4000余家场所单位。虽然该地实有登记人口
不到15万， 但日均吸附人流超过50万人次。

有流量就有碰撞，邻里纠纷、商圈滋扰等投
诉和矛盾一直存在。 特别是紫东小区，由于
毗邻东明商业广场，许多工作人员在小区租
住，矛盾相对频发，110报警数量一度高企。

对此， 方松派出所并没有过分输出强
硬，而是发动群众，针对“出租”这一矛盾汇
集点，以房东为支点撬动变化。 在派出所的
牵引下，紫东小区组建“房东平安联盟”，聘
请专业律师拟定公约，明确居委、物业、房屋

出租公司间的权利义务，做实相关各方排除
违法犯罪隐患方面的责任。 此举一出，有限
的警力与社会力量形成协同。 几个月下来，

小区投诉量、报警量直线下降。

共治平安的模式经过实践证明后，很快
从居民区推广到其他领域。商业广场组建了
“商圈平安联盟”，在未采取特别行政手段的
情况下，“酒吧街” 等的治安面貌大有改观。

中小学组建了“校园平安联盟”，不但能守护
成年人，还借孩子们之手，将反诈网延伸到
千家万户。

在松江区， 共治平安模式已蔚然成风。

一方面，通过“一把手”抓平安，松江区每半
年召开一次平安建设大会部署工作； 另一
方面，区内27个产业集群、8个综合商业体、

54个市场、771个小区成立了平安联创工作
室， 党建引领的平安建设在社会上形成广
泛合力。 茛 下转第二版

■近五年，松江区刑案立案数、盗案立案数、入宅盗案数下降
43%至93%，在各直辖市中首获全国信访“三无区”，连续三年获
评禁毒示范城区。可以说，“长安”已成为松江区的战略软实力

■本报记者 张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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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雪联城市越野滑雪中国巡回赛上海站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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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懿

荩 刊第三版

长三角一体化：
推动异地养老便利幸福

■今年是“深化长三角养老合作
年”，三省一市聚焦“拓展合作城市数
量”“全面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合
作”“异地养老床位供给翻番”等十项
任务，全面推进养老服务合作。一系列
看得见、摸得着的惠民效果，让群众实
实在在受益，增强了对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的获得感和认同度

■长三角乐享银龄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