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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史博臻）市绿化市容局昨天发布通告，为贯彻
落实《2022年上海市迎峰度夏有序用电方案》要求，8月22日、23

日，暂停开放黄浦江沿岸外滩、北外滩、小陆家嘴地区景观照明

（包括媒体幕墙）。

记者了解到，《方案》根据电力缺口大小、轻重缓急，提出了

4级用电方案，分别为：Ⅳ级方案（常规方案）、Ⅲ级方案（应急方

案）、Ⅱ级方案（避峰方案）、Ⅰ级方案（备用方案）。其中，第Ⅱ级

方案主要采用商业用户避峰方式，即未来24至72小时内，如发

生电力供应缺口约600万千瓦时，在实施第Ⅳ、Ⅲ级方案基础上

启动。市电力公司必须提前24小时通知用户，采用商业用户避

峰、关停城市景观灯光及户外广告、临时用电用户停止户外施工

等措施，共计最大可降负荷为80万千瓦。方案具体涉及9个子

方案，包括信息服务业高压用户避峰、批发零售业高压用户避

峰、住宿餐饮业高压用户避峰、金融业高压用户避峰等。

上海暂停开放部分区域景观照明

本报讯（记者何易）昨天中午12时30分，洋山深水

港盛东码头3号泊位，洋山边检站移民管理警察在中国

香港籍“东方韩国”号货轮梯口办理船员离船入境边检手

续。在核酸检测结果出来后，9名中国籍船员开始有序

离轮，走下旋梯的轮机长王清元成为疫情以来第1万名

从洋山口岸离船入境的船员。

受疫情影响，全球各港口封控措施不一，给船员如期

换班带来不确定因素。针对远洋国际航行船舶航程距离

远、换班周期长等特殊情况，洋山口岸港航企业、口岸查

验单位、船舶代理企业等多方共同落实船员换班职责，对

接上海市疫情联防联控机制，保障船员“应换尽换”。

据洋山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3月9日洋山口岸首

次开通封闭式船员换班通道以来，累计有9663名船员登

船工作，10006名船员离船回家，洋山口岸成为远洋货运船

员换班的重要站点。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货物物流保通保畅工作要

求，今年4月和5月，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纷纷出台

新措施助力船员换班，此项工作有了专班保障和专属通道

要求，从“应换尽换”逐步进入“应换快换”新阶段。

“在搭建船员换班闭环转运专用通道的基础上，进一步

采取三项措施提升效率，保障安全。”洋山边检站边防检查

处处长周佳杰告诉记者，边检部门通过提前了解需求，充分

利用“大数据”、港口系统和网窗系统，提前24小时掌握船

员登离轮需求和健康状况，同时安排专人全天候响应，实现

船员换班需求“马上办”；加强与口岸查验单位和港航企业

联系，实现入出境（港）船员在边检通关环节“零等待”。

洋山口岸离船入境船员数破万

夜幕降临，上海植物园的萤火虫、竹节

虫、金线蛙等“小精灵”探出了头。耗时2周、

5个夜晚跟踪拍摄，10天剪辑制作，上海植物

园工作人员用专业镜头记录“夜精灵”的身

影，带领观众云端游览“夜公园”。

不止线上，这个夏天，上海多座公园延长

了开放时间。譬如，复兴公园24小时开放，

为“打开围墙”做准备；东安公园、漕溪公园等

将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静安中环公园、

蝴蝶湾花园、白遗桥公园等24小时开放。

正全力打造“千园之城”的上海，“夜公

园”承载着人们别样的生活意趣和需求体

验。如何让回归后的“夜公园”更显生机盎

然？专家建议：应评估、设置“夜公园”的开放

区域、设定边界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同时嵌入

夜间科普等更多有文化内涵、融入区域特色

的夜间功能，让“夜公园”成为“幸福乐园”。

征求居民意见升级配套，晚
上也有宜人空间

傍晚6点，东安公园南大门处，游客陆续

扫描“场所码”“数字哨兵”有序入园。

东安公园，典型的“家门口”社区公园，周

边老小区众多。“小区里活动空间小，我们就

把这儿当成了好去处，吃好晚饭就来兜兜坐

坐。”家住东安二村的骆阿姨说。

公园里，月季、向日葵等布置而成的主题

花卉景观在夕阳下别有一番景致，阿姨爷叔

三三两两围着拍照打卡；蜿蜒的园中小道边，

绿茵草坪生机蓬勃，年轻人开始了健身夜跑；

湖心亭的石凳上，“遛娃”的家长在闲聊。

虽然开放了夜场，但防疫手势不松懈。“入

园老人多，我们要求工作人员主动跨前一步，

帮助使用智能手机有困难的老人，在确保‘应

检尽检’的同时，给他们入园提供便利。”公园

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公园的瞬时客流量限制

在平时的50%。园方还安排保安在公园内不

间断巡逻，提醒游客科学佩戴口罩，不扎堆、不

聚集；对于洗手间以及座椅、扶手、垃圾桶等公

共设施，每天有保洁人员定时消毒、记录。

在鲁迅公园入口处，入园须知、开放区域

示意图等醒目摆放。眼下，除了园内聚集性场

所、部分室内展馆设施外，鲁迅公园已在防控

要求范围内最大程度延时开放“夜公园”，并每

天进行4次消杀。荷花池边、南门广场仍是人

气点位，“恢复夏季常态化延长开放时间，是充

分考虑到市民‘夜公园’的需求后作出的决定，

尤其纳凉的老人和早出晚归的上班族，让他们

有充裕的时间散步、夜跑、休憩。”鲁迅公园园

长宋伟民说。

开放“夜公园”，不仅是时间的延长，还有

服务功能的拓展，为广大市民提供更为丰富

多样的服务。

以鲁迅公园为例，首要的就是设施的维

护检修。宋伟民介绍，此前已进行了一轮全

面的照明设施、基础设施、安全技防设施的排

查与养护，保障市民游客的安全。由于鲁迅

公园数十年树龄的大树较多，工作人员特意

对主干道旁的高大树木进行检查，防止树枝

掉落伤人。软件方面，增加安保人员数量、巡

逻频次，增加保洁力量等。

东安公园，从制定方案初始就征求周边

居民意见。譬如有老人提出，“晚上公园里蚊

子多，烦人”。对此，公园负责人回应，立即安

排保洁人员加强灭蚊工作。针对高温天，特

别设立便民服务箱，提供防暑降温外用药品；

学雷锋志愿服务站内设立应急休息点，配备

空调及盐汽水，供特殊情况下游客休息使用。

融入特色体验，兼顾人与生
态的和谐

随着“夜公园”的开启，生态如何保护、功能

如何延伸、后续如何管理，相关部门仍在探索。

“公园是城市生态系统中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生物多样性重要的空间载体。”同济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社区花园与社

区营造实验中心主任刘悦来介绍，从2011年

7月起，上海在首批35座公园试点延长开放

时间。近年来开放力度不断加大，但本市“夜

公园”大多还是游园时间的延长，未来可以嵌

入更多夜间功能，为市民提供更有文化内涵、

融入区域特色的体验。譬如，生物喜欢昼伏

夜出，可以借此打造自然体验、教育科普的

“夜观”场所。

上海植物园进行了一次全新尝试。往年

的科普夜游活动，受限于场地和人数，每场名

额并不很多，往往一开放报名就被“秒杀”。

今年则首次在网上“开播”，通过专业团队的

镜头和各个平台的联合直播，所有感兴趣的

孩子都可以参与，并且能观察得更清晰。

专题直播包括萤火虫、竹节虫等明星物

种，水环境中的水生动植物，草药园这一小生

境中的生物多样性等内容。

刘悦来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始终是重

中之重，除了云端直播外，“建议通过科学评

估、合理设置夜场的开放区域，对于一些生物

密集的树林区等不在夜场开放，也尽可能少

用强光源”。他说，这样才能真正使“夜公园”

成为所有人和生物的“幸福乐园”，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今夏上海多座公园延长开放时间并提供更为丰富多样的服务

可拍照打卡可探索生物奥秘，“夜公园”成“幸福乐园”
■本报记者 王宛艺 陆益峰

这个夏夜，最为透气的滨江岸线西岸，

如艺术品般嵌入其间的一众公共艺术文化

空间纷纷延出“夜展”。夜跑、骑行外，再度

丰富了超大城市市民滨水生活的新体验。

这是顾俊君此前怎么都没想到过的生

活。如同十年前，她新婚当天在徐汇滨江

拍摄外景时，滨水岸线可近可亲、可观可

触，也令这位自小在附近长大的“土著”感

慨：从没想到过。

十多年时间，从一段飞沙走石、厂房林

立，集聚着煤码头、沙石码头、木材码头的

封闭工业岸线，转而成为“文化先导、科创

主导”的生活岸线，并进一步聚焦人工智

能、生命健康、艺术传媒、金融科技4个产

业领域，建设数字化转型示范带，亦成为提

升区域能级的新载体新动能——西岸的蝶

变，正是上海“一江一河”滨水岸线和空间

不断演进的缩影，从杨浦滨江、外滩，到苏

州河华政段等，岸线各具亮点，生活秀带蜿

蜒出城市绿色生命线、发展动力线。

“一江一河”，城市最宝贵、最好的资

源。两岸公共空间建设持续推进。特别是

近年被列入民心工程后，细节处的用心用

情，让获得感有了更丰满的注释——空间

品质提升，多元功能复合，人文景观汇聚。

十多年时间，从“靠着江但看不到

江、走不近江岸”“家里开窗要看风向，

否则灰沙扑面”，到如今对标伦敦南岸、

巴黎左岸，努力成为高质量发展、高品质

生活、高效能治理的“样板”——顾俊君

的感受，也融着更多市民的内心独白：凭

江临风间，读到了城市的动人表情，读到

了未来和诗意。

生活的恬淡，从黑白电影般
到愈加饱满靓丽的彩色片

顾俊君，徐汇区龙华街道周家湾居委

会社工。

三十多岁的她，自小居住、生活在徐汇

滨江岸线附近，长大了也一直工作于此。

头脑中不断回放着关于这段岸线的记忆，

她形象地描绘：前半段如同色彩单调的黑

白电影；而后，特别近十年，就是愈加饱满

靓丽的彩色片。

“小时候，妈妈和我说，我们这里属于

‘下只角’。但在我们小孩眼里，快乐似乎

和‘哪只角’没有任何关系。那时家里周围

是运煤的铁轨，有列车开过，家里窗户连着

窗框都会抖动。”

延绵不绝的回忆中，难免藏着些许

遗憾。

不只是徐汇滨江，在上海，黄浦江、苏

州河滨水岸线一度是重要的交通运输、物

流仓储和工业生产基地。不仅集聚着码头

堆场，散布着工厂，更横亘阻隔着舒适生

活。尽管靠着江，但市民原本无法走近江

岸，更无法亲水互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花大力气搬迁

工业、腾退空间、整治岸线，坚持规划先

行。特别近年来，发力民心工程，在建设

细节上下功夫，让人民群众充分参与到滨

水岸线的改造提升中。不搞大拆大建，而

是在保留历史遗存基础上，植入更多生活

服务功能，像为一颗颗钻石拂去蒙尘，再

现光芒。

杨浦滨江岸线，经上海烟草公司机修

仓库改造而成的“绿之丘”，成为集市政基

础设施、公共绿地和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城

市滨江综合体。此外，滨江岸线每隔700

米设置党群服务站和人民建议征集站点，

近期将启动新一轮景观更新方案，就充分

吸纳并回应了市民的意见和建议。浦东滨

江，艺术筒仓等文化地标引人流连，每隔1

公里设立的“望江驿”实现“一驿站一特

色”，提供各类生活服务。

徐汇滨江，原先的北票码头改造成龙

美术馆，上海飞机制造厂飞机库大跨无柱

空间改建为余德耀美术馆，工业塔吊、工业油

罐改造成演艺广场、油罐公园，以及龙华机场

跑道改建为潮流的跑道公园，不仅成为市民

休闲的流连之所，更吸引来文化创意类企业、

重要节展，甚至科创头部企业及资源的集

聚。各类服务功能也随着20多处“水岸汇”

的建成而嵌入其间，因地制宜提供卫生、咨

询、运动、寄存、应急等服务。

发展的张力，从一线江岸延
展至更为宽广的腹地

苏州河蜿蜒流过中心城区，两岸分布着

近代工业遗存、沪西红色地标、公共文化设施

等，宛如一部浓缩的上海百年城市发展史。

为进一步提升“一江一河”功能，高标准打造

“水上会客厅”，苏州河旅游水上航线定于9

月开通。届时，市民游客有望通过水陆联动

方式，沉浸式打卡苏州河两岸各类文旅资

源。黄浦江两岸滨江也将实施全要素整治，

持续优化提升公共空间环境品质，打造更多

新地标。

譬如，将加快外滩历史风貌区城市更新

和功能提升，浦东滨江民生码头区域整体更

新，杨浦滨江杨树浦发电厂转型地块开发建

设等，徐汇滨江星美术馆等也将在今年陆续

建成开放。

看得见的是物理空间的品质提升，看不

见的，是一种由空间迭代而带来的资源要素

的重置与集聚。

而这样一种发展的趋势和动能，也从一

线江岸延展至更为宽广的腹地。

以徐汇滨江8.95公里岸线为例，逐步形

成“一港一谷一城一湾”（西岸传媒港、西岸数

智谷、西岸金融城、西岸生命蓝湾）核心载体

和功能布局，特别是西岸数智谷，已加速集聚

起浦江、期智、树图等顶尖研发机构和人工智

能标杆企业，打开了发展的新空间，积蓄起发

展新动能。西岸金融城项目，总建设体量约

180万平方米，将引入总部型金融机构、国际

化投资机构、金融科技领军企业，打造世界级

金融城标杆。

更具活力，也更有张力——这是科创大

佬、金融业人士对于缘何选择落户这段岸线

的注解。

但作为普通市民，顾俊君则有自己的感

悟：让人越来越愿意来，也留得下来。

如今的她，依旧守着这块熟悉的滨江区

域居住。有时下了班，骑个车，专门拐到这里

走一走，心情自然就恬淡下来，“这里盛着我

所有的回忆。这里看得到过往，更展望得到

未来”。

上海坚持规划先行持续推进黄浦江、苏州河滨水岸线贯通开放、功能提升，
既提供市民生活秀带，更蜿蜒出城市绿色生命线、发展动力线——

打磨“一江一河”诗意岸线，致敬过往蓄能未来
■本报记者 顾一琼 王宛艺

书架最能透视一个人的“精神世界”。

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党支部书

记王燕的办公室里，一排排整齐的书籍都

与专业相关——从药品注册到质量管理，

涵盖了药片生产制造的全生命周期。

书架上的每一本书，都对应着她曾

经的工作岗位。从研发、检验、质量管

理，到掌握技术和管理双技能，王燕堪称

生物医药领域的“全岗通”。

丰富的履历，让她能设身处地体会

各环节的难。在大家心里，王燕是那个

“能扛事的人”。项目走到瓶颈期、研发

遇到死胡同，年轻人总喜欢同她聊聊。

思路开阔的王燕总能四两拨千斤地蹦出

无数“金点子”。锦囊妙计频出的背后，

是她只要得闲就读一读期刊论文，和专

家学者聊一聊。从业近20年，她始终不

忘初心——“让更多患者尽早用上优质

平价药”。

攻克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大山”，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
“双丰收”

王燕是个“活在计划里的人”。一

周、一月、一年，她清晰定下了不同时间

周期的“任务项”，并马不停蹄地“销项”。

在上海交通大学攻读硕士期间，王

燕是班里第一个提交毕业论文的人。由

于预判到毕业时可能会与项目忙碌期重

叠，她便将论文往前赶了赶，没想到，这

一提早就是半年。

靠着超强计划性和时间把控力，王

燕带领团队攻克了一道道难关。其中

一座“大山”就是国家仿制药一致性评

价——专指对已获批上市的仿制药，按

与原研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的原则，分

期分批进行质量一致性评价。

听来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却是难关

重重。一来，耗资不菲，对企业研发投入

是个考验；二来，合适的参比制剂不易寻

觅。部分药品已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历

史，想要找到原研药谈何容易。就在企

业摇摆是否该参与时，王燕认为，一致性

评价对于进一步确保药品疗效、提升药

品质量具有重大意义。靠着多年来在药

品研发注册、质量管理等方面积累的经

验，她为项目评估清晰倒排节点，最终带

领团队顺利打破多个工艺技术瓶颈。截

至目前，朝晖药业已有7个产品（10个规

格）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其中，比卡

鲁胺片、奋乃静片、丙硫氧嘧啶片等3个

产品均是国内同类产品中首个通过仿制

药一致性评价的产品。

事实证明，王燕的判断很精准。此

后，全国各地纷纷开始将通过一致性评价

作为药品进入集中采购目录的“前置条

件”。正因每一步都踩准节奏，朝晖药业

的多个仿制药顺利进入集采目录。近五

年来，朝晖药业的销售收入复合年均增长率18.2%，净利润复合年

均增长率20.6%。企业收获了经济利润，患者用上了优质平价药，

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丰收”。

精心“育苗”，用真金白银让年轻人感受到
创新的价值

将近二十载的职业生涯中，王燕有过多重身份，从技术员到

管理层，她都如鱼得水。如今，又多了一个“新抬头”——老师。

借由与上海大学医学院的合作项目，王燕站上了三尺讲台。

最初，她也忐忑。虽然聊起专业滔滔不绝，但对于教学她却

很谨慎：“教师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我的一言一行可能会影

响孩子们的各方面。”虽然顾虑重重，但她想到，作为知识密集型

产业的生物医药，对人才求贤若渴。特别是在研发、生产环节，真

正能匹配企业需求的高质量人才供不应求。“早点让学生接触制

造环节，早点让书本知识落地，就能将他们尽快培养成‘新生代’

技术人才。”

为了精磨出一堂堂高质量课程，王燕一次次跑校园问需求、

一个个夜晚优化演讲文稿。虽然辛苦，还挤占休息时间，但王燕

觉得值得——带着学生们进工厂、进实验室，她感受到前所未有

的满足感。王燕喜欢与年轻人交流，喜欢创意火花四溅的感

觉。即便行程表按小时计，她每周依旧雷打不动地要为一项

活动腾时间——新人午餐会。这是由她与几位管理层共同商

量出的新机制，去年起施行，迄今已发掘出不少“金点子”。

一餐饭的时间有限，王燕却从中迅速摸清年轻人的不同脾

性。有人大胆直率，不喜约束；有人内向收敛，羞涩腼腆。王燕

用亲身经历鼓励他们，引导他们大胆说想法。一旦优秀建议被

采纳，企业评估委员会还会跟进评估，量化其个人贡献，并给予

相应奖励，“要用真金白银让年轻人感受到创新的价值”。

对于初闯上海滩的年轻人，王燕也经常换位思考。最初，企

业为新进外地员工发放房贴。但调研后她发现，不少员工还需

耗费大量精力找房、租房。“他们人生地不熟的，我们能多帮就多

帮。”后来，企业专门购置及长期租赁了一批人才公寓，为新进外

地员工解决后顾之忧。

“后浪”们的表现，关乎生物医药如何实现从“上海制造”到

“上海创造”的关键一跃。从联合培养课程、新人午餐会到人才

公寓，为生物医药产业精心“育苗”的王燕，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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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王燕，1981年出生，2008年入党，上海市第十二次党

代会代表。现任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党支部书
记，参与或主持多个药品的研发技术攻关、多个新产品的上
市。先后获得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宝山区优秀共产党员、宝
山区技能人才培养“双百计划”首席技能人才等称号。

王燕（左）在实验室指导员工。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本报记者 王嘉旖

西岸已成为“文化先导、科创主导”的生活岸线。图为西岸美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