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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佳节来临之际，上海今天发

布2022年百岁寿星榜。112岁的吴志

成、111岁的杨龙生分别为上海最高

寿的女寿星、男寿星。截至9月底，上

海共有3689位百岁老人，寿星数量再

创新高。同时，今年上榜的百岁伉俪

数量多达7对，平均每200万人出一

对，相较往年数量翻番。百岁寿星的

“后备军”数量也十分可观——99岁

“准寿星”共有2589人。

百岁老人数量，被视作城市长寿

水平的关键指标。数据显示，2000年

到2021年，上海百岁老年人口增加了

10.5倍，年均增长率达 12.3%。自

1953年起，上海百岁老人数量从1人

到1000人，用时58年；从1000人到

2000人，用时6年；从2000人到3000

人，用时仅3年。

超10%的年均增长率，透视着城

市综合为老服务体系和水平的整体跃

升，折射出尊老敬老、爱老为老的大环

境日趋成熟，也藏着个体的管用经验

和心得。这些寿星各有各的习惯和爱

好，唯有一条人皆有之——心宽。老

人们说：心宽才得寿长。

要求简单，“不争名利也
就少了烦恼”

祖籍浙江温州的仇醒亚老人，今

年刚迈过百岁门槛。家住宝山区宝钢

四村的他精神矍铄，记忆力过人。从

年少求学趣事到中国钢铁技术的崛起

之路，仇老如数家珍。那些久远的记

忆在他的脑海里犹如幻灯片般清晰。

每当被追问长寿秘诀，仇老只笑

着：“吃的都是粗茶淡饭，我们这一代

人不讲究吃喝。”从东北到上海，一生

闯荡，在饮食上毫无忌口。

唯有心宽，旁人都看得出。仇老

不争名不争利，也就少烦恼。在小辈

眼里，因为做人简单纯粹，对人对事不

计较，仇老的烦恼也比普通人少许

多。老人家对物质的欲望很低，对居

住的要求更是简单——“离看报纸的

活动室近一点”。

除自身乐天性格外，家人悉心照

料同样重要。仇老与老伴育有三子，

与他一样住在宝山区，彼此间的距离

骑行可达。虽不与老人同住，但家中

兄弟三人时常拎着满当当的水果牛奶

零食上门探望老父亲。小辈们喜欢将

时兴的吃食买给老人尝鲜。仇老每每

会问起价格，常摆手说“太贵了”，但嘴

角始终挂着笑。

一屋两人三餐四季，携
手走过百岁

102岁的朱祖钢和103岁的郑逸珠，

靠着加起来205岁的年纪，拿到了百岁夫妻的“榜首”。从青丝到白

头，这段相携80载的百岁伉俪，让人看到了“爱情最美的样子”。

共度半生，两人很少拌嘴、红脸。朱老脾气急，郑阿婆性格

温润，刚好互补。虽然年岁渐长，但两位老人依旧葆有对新事物

的好奇，甚至学会了如何用软件加入家庭群，每天“刷动态”，看

看儿孙辈生活得如何。

一屋两人、三餐四季，细数百岁伉俪的平淡日常，最浪漫的

莫过于“陪伴”二字。

百岁伉俪黄四林、庄仁珠居住在奉贤区四团镇五四村。由

于腿脚不便，庄阿婆的活动半径被限定在“家门之内”。老伴是

她与外界沟通的信息渠道。每天清晨，给庄阿婆洗漱完后，黄老

伯就会坐在床边静静陪伴。有时讲些乡间邻里的新鲜事，有时

只默默靠在一起。

为了看顾好阿婆，身体硬朗的黄老伯每次出门前，总要找到

“托付人”帮忙照看才得放心。也因为心中这份牵挂，他的每次

外出时间从来不超过半小时。

感情和睦的百岁伉俪，也成了左右邻里、小辈们眼中言传身

教的“榜样”。听他们讲讲往事、说说生活，也觉得日子有了甜

头，更有了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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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徐晶卉）2021年，上海市制造业质
量竞争力指数为95.34，连续13年排名全国第一！市

市场监管局日前公布上海市质量发展状况，上海制

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为97.12％，高于全国水平4.04

个百分点，连续4年稳定于卓越质量竞争力阶段，连

续7次获得国务院质量工作考核A级。

质量是发展的前提，当下上海正在大力推进

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市市场监管局通过实施质

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试点项目，为企业提供

“护航”。例如，机器人产业上下游产业链长，对质

量要求高，普陀区看到了企业的需求，依托上电科

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总部、国家机器人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上海市机器人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

台，设立上电科服务站，为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提供质量综合服务。数据显示，去年上电科服务

站共开展技术服务232项，受理机器人产品研发测

试200余项，对接20余个创业孵化项目，申报专利

45项。

“我们通过整合计量、标准化、认证认可、检验检

测、质量管理、品牌培育、人才培养和知识产权等各

项质量技术资源和要素，面向市场主体提供质量问

诊、技术帮扶等综合服务，有力推动了企业发展。”市

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上海市共建立质

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40个，共服务市场主

体数量近5万家，帮扶企业2000余家，解决质量问题

548个，为企业提升工业产值约2410万元。

“树立一批质量标杆、推动一个产业质量提升”

的产业质量提升模式也在上海“开花”。此前，闵行

区市场监管局牵头集聚辖区内上海航天技术研究

院、中航商发、中船重工第七一一所、上海航空电器、

电气电站集团、电气风电集团6家高端装备龙头企

业，成立闵行区高端装备制造业质量提升合作联盟，

形成“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互融共生”的产业链供

应链整体质量提升工作模式。

针对中小企业质量提升的难点，上海在全国率

先发布《开展群众性质量提升活动的指导意见》，以

提质、降本、增效为目标，大力推动企业实施全面

质量管理。数据显示，2021年参与群众性质量活

动企业基层班组1万余个，参与职工达15万余名，

涌现质量管理小组优秀成果260余个、质量信得过

班组优秀成果100余个，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超过

3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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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天弛）上海迎来今年第
50个高温日！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的

数据，徐家汇站昨天最高气温最终定格在

36.0℃，刷新了上海150年气象记录史上最晚

高温日纪录（此前上海最晚高温日纪录为

1947年9月27日），同时也创下申城10月最

高气温纪录（此前上海10月最高气温日为

1984年10月2日的34.0℃）。

俗话说，物极必反。随着北方一股强劲

冷空气今天起影响本市，日最高气温将急剧

下降超过10℃，极有可能就此一举把申城送

入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

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冷空气预计今晨开

始影响本市。与昨天相比，申城今天气温将明

显下降，全天气温处于20℃至26℃区间，与昨天

同期相比温差达10℃，并伴有6至8级偏北大

风。此外，冷暖空气交汇碰撞下，本市今天云系

较多，天空状况不佳，也会带来一些弱降水。

气象专家提醒，这波冷空气势力强劲，降

温相应明显。后天白天，本市最高气温将跌

进“1字头”，体感偏冷，市民外出需要添衣。

此后一段时间，上海气温将一蹶不振，最低气

温15℃附近，最高气温20℃出头。

气象学上一般把立秋节气之后，连续5

天日平均气温低于22℃的首日，作为秋季的

第一天。如此看来，这股冷空气很可能将申

城送入秋天。

北方强劲冷空气今晨抵沪，上海或将一举入秋

36.0℃！申城昨最高气温创两项纪录

昨天下午四五点钟，气温逐渐回落，

正是金山区山阳镇山阳田园露营者们“交

接”草坪的时候：前一波还在忙着收拾帐

篷，后一批等候在旁，兴致盎然地准备开

启夜间野餐、围看篝火。

同一时间段，家住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的关女士正收拢吃食，准备回家：在世纪

公园扎营大半日，“孩子终于玩累了”。

这个国庆假期，在城市郊野、公园绿

地、“一江一河”沿岸休闲空间……大面积

草坪上往往点缀有款式、颜色各异的帐篷

以及精力充沛的孩子。城市露营，俨然成

为这个假日度假的热门选择。风景入眼、

配套设施充分、环境十分友好，一顶顶帐

篷背后是市民们丰沛的体验，借由“安营

扎寨”得来的这一方方小小空间，成为了

一种慢下来的都市游。

世纪公园内的几处大面积草坪，五颜

六色的帐篷自成风景。孩子们踢足球、玩

飞盘、追逐嬉戏，大人们或是陪玩，或在帐

篷里优哉游哉。“这里配套设施比较齐全，

还有咖啡馆。既亲近了自然，给娃放了

电，也让自己有一个慢空间，相对舒适地

休息发呆。”关女士说。

业内人士分析，当常规旅游项目体验

逐渐“格式化”，露营因为自由、互动的感

受度，成为都市游的新趋势。“当下，上海

发力打造公园城市，友好的公共绿地越来

越多，也为露营提供了客观条件。”研究并

从事露营消费的懒虎创始人郭靖说。

与城市公园略有不同，山阳田园得天

独厚的郊野条件为露营式“遛娃”注入了新

内容。负责人计民告诉记者，“孩子们在这

里不仅是‘放电’，也可以认识一下水稻、棉

花，喂养一下小动物”。对露营者来说，丰

沛的体验是关键。一名上午8点就等在山

阳田园的露营者描述：“山水入眼、鱼戏莲

叶，朋友圈‘九宫格’都不够用了。”

郭靖告诉记者：“亲子群体目前尚处

露营消费的初级阶段，即以场景体验为

主。之后会上升一定的专业性，比如帐篷

的选择、搭建的朝向等，同时会对孩子户

外生存能力提供更深度的教育。”

城市郊野、公园绿地……风景入眼、配套充分、环境友好，
“安营扎寨”得来的小空间成就一种慢下来的都市游

慢下来！露营帐述说生动表情

在家门口街角公园找一张空位、点一杯

醇厚咖啡，悠闲地畅想“诗与远方”；在“一江

一河”滨水空间，你在岸上走，船在水上行，

水上岸上互为风景；在散落于城市各处的博

物馆、美术馆、创意园区，回望本来瞻望未

来；在蓝天白云下的郊野稻田花海中，期待

丰收感恩自然……

这个国庆黄金周，上海市民大多选择足

不出“沪”就地出游。据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

监测平台显示，长假前三天，在提倡预约出

行、不扎堆不集聚、落实各项防疫举措的前提

下，上海市A级景区、郊野公园和文博场馆接

待游客总量增长。市文化和旅游局表示，今

年上海旅游节期间推出的“上海人游上海”十

大主题，整合全市优质文旅资源，提供更精

准的高质量供给，让游上海游出诗意乡愁。

家门口的好去处感受“小而美”

10月1日清晨去滨江骑行，上午去幸福

驿站学非遗刺绣，下午和闺蜜在复兴路喝咖

啡，晚上看一场《万里归途》；10月2日去百

代小楼听国旗颂讲座……家住徐汇区的张

芸这个假期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家门口的好去处，让市民出门转角就

是景，随处找到喜欢上海的理由。”市文化和

旅游局资源处处长朱国建说，本市近年围绕

“15分钟社区生活圈”，以“深度游、微旅行、

慢生活”打造100个“家门口的好去处”，推

动了城市文旅公共空间开发开放。今年将

再打造50家升级版“小而美”的好去处。

同时，推动都市文旅资源迭代升级，持

续丰富文旅消费供给。而“上海人游上海”

正是将都市文旅资源和人民的幸福生活链

接起来，游出诗意与乡愁。

郊野公园成为特色IP

足不出“沪”乐享田园生活、体验农事乐

趣，这是李清和家人的假日安排。带上帐篷

和美食，他们一家四口带着爱犬驱车赶往金

山廊下郊野公园参加郊野生活季系列活动。

需求的旺盛让假日里郊野公园露营一

“帐”难求，像崇明玉海棠、奉贤风筝放飞场、

金山农民画村等露营地假日期间早早订

满。不少营地安排了特色体验，以秋日丰收

等为主题，在充满鲜活生命力的氛围中，大

人和孩童都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

参与农作或者艺术创作。部分露营区，还有

适合亲子互动的游戏器材，令人惊喜的是还

有夜间烟火表演，这在城市里是看不到的。

来自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国庆期间

选择上海郊野游的出游人次同比增长

200%。市文化和旅游局也通过对郊野公园

所在地域的民俗文化、历史文化和景观元素

文化进行梳理，指导鼓励各郊野公园引入专

业化旅游策划机构，加强农村民俗、节庆活

动的组织和开发，打造了上海郊野公园的一

系列 IP。浦江郊野公园举办“花园生活

节”，包括艺术画展、戏剧演艺、研学探秘、体

育休闲等在内的20余项主题活动。嘉北郊

野公园围绕“吃稻”“看稻”“听稻”“知稻”“玩

稻”，将自然生态和市民喜闻乐见的生活方

式、休闲元素融为一体。

游上海品上海，更加爱上海

《2022中国城市休闲化指数》显示，上

海综合指数排名前三。当前文旅需求端呈

现出的变化之一，就是以近处风景和在地

生活为导向的休闲特征更加突出。《中国

城市休闲化指数》课题组首席专家、上海师

范大学特聘教授楼嘉军认为，如何把更多

的都市资源转化为文旅资源，让市民游客

在游上海、品上海中更加爱上海，建立与这

座城市更深的情感链接，值得持续思考和

探索。

市文化和旅游局持续升级“喜欢上海的

理由”、“一江一河”游览、“建筑可阅读”“演

艺大世界”“家门口好去处”“海派城市考古”

等上海文旅大IP，不仅为“上海人游上海”

带来流量新入口，也在深化文旅融合、提升

市民游客体验度等方面，有了创新举措。“上

海人游上海”正日益成为助推上海文化和旅

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今后，市文化和旅游局还将结合“道

路+”“公园+”“生活圈+”，打造更多的演艺

新空间、人文新景观、休闲好去处，为“上

海人游上海”提供更丰富的内容和产品供

给，充分彰显城市美的追求、高的颜值、暖

的表情，让这座城成为上海人眼中暖意的

原乡。

“上海人游上海”贯穿整个国庆黄金周

走起来！游上海游出诗意乡愁

在偌大的航空储油罐里观展、看表演、

逛集市，听讲座、玩游戏、买艺术品、和艺术

家零距离聊天……今起至10月6日的这三

天，上海油罐艺术中心迎来的“油罐玩家艺

术节”，“打包”了这一连串新鲜有趣的体验，

将开启一场以当代艺术为核心的全城盛事。

一个“玩”字，使得这个一年一度、今年

已行至第四届的艺术节脱颖而出。本届艺

术节集结的上百位中国新生代艺术家，与参

与艺术节的观众是互动交流、创意碰撞的共

生关系。艺术家带来有趣、先锋的艺术新玩

法，邀请观众一起进入，打成一片，共同成为

这场嘉年华的玩家，展现中国当代艺术新面

貌和活力。上海油罐艺术中心创始人乔志

兵坦言：“希望借这样一个特别的艺术节，搭

建出一个碰撞的平台，让不同的艺术从业者

在这里相遇，也让观众更近距离地观看艺术

家的生活方式，理解他们的艺术，形成一个

共生的当代艺术圈。”

其中，“艺术家房间”板块汇聚目前中国

最活跃的当代青年艺术家独立项目。一个

个房间像是艺术家自定义的“摊位”，可以是

展览、市集或表演等等，玩法多种多样。比

如，来自岭南的艺术家林奥劼计划以角色扮

演的方式化身“林老板”，展开他的艺术之

旅；现居天津的艺术家苗妙，设计了一个名

为“采摘园”的项目，每天上午在墙上随机悬

挂水果，下午邀请观众入场采摘；隐居终南

山近10年的艺术家张二冬，将在房间的一

块屏幕上以直播形式呈现他为期三天的山

居生活，还将在山里酿的蜜带到现场，罐子

上写着“给你一口蜜吃”。这些生动的房间

打开当代艺术的同时，也直观呈现艺术家的

思考及工作方式，更营造一种把艺术轻松带

回家的购买体验。

英国艺术家埃德 ·阿特金斯的中国首次

个展“无用之物”，构成本届艺术节的展览板

块。在这个展览里，艺术家呈现实时3D模

拟作品《Refuse.exe》的全新迭代版本及一系

列在中国创作的大型刺绣作品。“罐装广场”

板块在油罐中建立广场、搭建起舞台和地

摊，让观众自身变成燃料，如星星之火，只有

相遇才会“燃烧”。这是一个有烟火气的社

交广场，纯粹的线下互动空间。三天不间断

的讲座论坛，从当代“艺术圈”涉及的艺术

家、藏家/基金会、策展人/批评家三个角度，

从艺术圈生态中的参与者链条出发，围绕当

下当代艺术的发展动向、科技与人文艺术之

间的碰撞、90后年轻一代艺术家的艺术理

念等关键话题，带来最新洞察和启发。

有别于往届偏向艺术玩家们的市集，

本届艺术节注重呈现艺术家工作方式和方

法论的交流。例如“艺术家房间”新辟画室

部分，艺术家们可以在里面当场创作，让观

众得以近距离观看艺术家们的创作过程。

上新的“艺术家手工书”板块，集中呈现艺术

家的手工书、照片书、艺术画册、杂志、手工

制品。这更是一个集合艺术家文献资料、促

进交流的平台，带给公众更富有知识性的艺

术体验。

如此打破边界、释放想象力的节庆活

动，让当代艺术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为

经历疫情的人们带来会心一笑的调剂。同

时，业内期待这种“让我们一起当玩家”的共

生精神，给中国当代艺术界松土、增肥，并为

它的未来选种、育苗。

“油罐玩家艺术节”今起连办三天

开启一场以当代艺术为核心的全城盛事

2022“油罐玩家艺术节”布展现场。 （主办方供图）

淀山湖公园连片的粉黛犹如秋天的粉色童话，吸引市民和游客前来拍照游玩。 本报记者 赵立荣 通讯员 王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