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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区蒙自路636号，小马路翠绿掩映，

斑驳的阳光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新开张的

照相馆却不打眼；走到近处，柔和的灯光打在

墨绿的墙上，装裱黑白艺术照的相框错落排

布，一副老派不失体面的气质，一转头，牌匾

纹样映入眼底：人民照相馆。

去年因顺昌路旧改而面临闭店的人民照

相馆，迁址到蒙自路，并于近日重新开张。记

者实地探访时，在照相馆拍了30多年照片的

老师傅黄沫华，正指挥徒弟们准备两天后外

勤拍摄的装备。谈及照相馆的生命力，他说：

“这是一家为人民开的照相馆，要人民喜欢，

得讲技术也得重感情。”

城市更新中，比邻老城区的“老字号”小

店前景每每成为不少人心口的“朱砂痣”。

但情感链接不会因物理层面的重塑而轻易

中断，“老字号们”总会以各自的节奏重新焕

发生命力，同有心人在城市各个角落重逢。

比如这家有着82年历史的照相馆，用

老顾客的话描述，“每年都要来找老师傅拍

全家福，雷打不动”。

岁月痕迹应在照片中保留

黄沫华是人民照相馆的“镇店之宝”，年

至退休，但负责人俞莹不肯放人，“照相馆离

不开他”。

照相馆奉行的师徒“传帮带”到黄师傅这

辈，已是第三代，也到了最难坚守的时候：一

方面是数字照相的冲击，另一方面是大众审

美的迭代。尤其是后者，是全然向磨皮美颜

妥协，还是传承照相馆对人物肖像拍摄的纪

实风格？黄沫华在专业审美和客户需求之间

巧妙地寻找着平衡。

“从专业角度，我一眼就能看出拍摄对

象的五官缺陷，但每个人都有最佳角度，

我们尝试在纪实的基础上实现自然的美

感。所以在拍照前，我都会花时间跟客户

沟通，只为挖掘出拍摄的最佳角度。”黄沫

华介绍说。

人物肖像摄影的关键在于调动出拍摄对

象的最佳状态，并由此捕捉到神韵。黄沫华

笃信沟通能给予拍摄对象一种参与感，“一张

照片是大家共同创作的结果。被拍摄者不是

一个工具人，拍摄过程也不是一笔交易。我认

为这应该成为被拍摄者的一种回忆。看到这

张照片，他会想起这是一个故事，一个摄影师

和他一起创作的故事”。

负责人俞莹也是黄沫华的徒弟。她深信

这种坚持是照相馆的生命线，“对于人物肖

像，一个人到了年纪，该有的岁月痕迹应

该在照片中保留。这一点我们的老客户都

很认可，对于特别要求后期修饰的新客

户，我们会解释，实在说不通才会按照要

求改。”

向内挖潜将82年历史感用足

黄沫华的“沟通艺术”，引来不少年轻学

徒。摄影师包骏是一名90后男生，常向老师

傅“偷师”。他说，黄老师对客户情绪的调控、

状态的调教非常到位。这样的沟通能让客户

松弛下来，利于在镜头前呈现更自在的状态，

也能同客户培养感情，建立长久联络。而这

正源于老师傅经年累月的察言观色，以及对人

情世故的充分体察。

老师傅镇店，守住追求、让老客户心安之

余，也难免令俞莹担忧传承的问题。小徒弟来

来去去已经好几茬，往往能独当一面就跳槽。

“如今留住技术性的年轻人是照相馆亟须解决

的问题，我们只能在维持住现状的基础上做一

些业务增量，以寻求营收上的增长，来反哺人才

的收入。”俞莹说。

但眼下，维持现状也并非易事：照相馆几次

迁址，面积却越发变小。蒙自路新店仅120平

方米，什么概念？俞莹说，相当于部分影楼一个

摄影棚那么大，“这样很难对拍摄业务做拓展，

比如婚纱照、儿童照等要求服化道和布景的业

务就颇为受限”。

目前，照相馆在寻求实惠方面做到极致，譬

如不做成套系列的捆绑销售，在价格上尽量亲

民……在拍摄主题上则向内挖潜，将82年的历

史感用足，推出复古风格的拍摄。俞莹说：“照

相馆招牌虽还没挂上，但附近已有不少居民来

过问，我想还是要把‘人民’这两个字的口碑做

大做足，充分诠释‘匠心’二字。”

顺昌路地块旧改后，“82岁”人民照相馆迁址新开重焕生命力

“要人民喜欢，讲技术也得重感情”
■本报记者 苏展

履职返沪没多久，党的二

十大代表、徐汇区斜土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朱

兰就一头扎进社区，为辖区老

人听诊治病、悉心照护。“84岁

的刘爷爷基础疾病不少，还装

过心脏支架，问诊时要关注血

压、血脂、心电图等指标。”“徐

阿婆81岁，患有糖尿病、高血

压、冠心病，要赶紧看看胰岛

素治疗是否规范，血糖控制是

否达标。”细枝末节，朱兰心里

门儿清。

“社区老人们都盼着我快

点回来。”即便此前身在北京

开会，朱兰也一直挂念着斜土

街道的“老朋友们”：身体怎么

样？胃口好不好？作息规律

吗？甚至休息时还拿起手机，

给老人们答疑解惑、安抚焦虑

情绪。

朱兰工作的斜土街道，老

年人口占比超三成，患有老年

病、慢性病的尤其多，对优质

医疗服务需求迫切。作为

2011年上海在全国率先试点

的首批家庭医生，她早已习惯

和老人们朝夕相伴的日子，轻

易不出远门。一个挎包、一辆

脚踏车，除了门诊，其余的日

子她就揣着“家当”，奔波于街

道各个社区，在数不清的楼栋

里上下穿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

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

生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

有保障、更可持续，共同富裕

取得新成效。”这也正是朱兰

亲历、见证的新时代十年伟

大变革，“眼看着基层卫生服

务网底一步步夯实，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不仅成为上海医

改的一张名片，也是创新基

层治理的重要模式之一。近

年来，上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门诊总量始终保持各级医

疗机构门急诊总量的三分之

一左右”。

忙着社区医疗服务的同

时，朱兰也不忘第一时间与

“战友们”交流学习党的二十

大精神。她尤其关注“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人

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把保障人民

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

策。”她在这段文字下面作了重点标注。

“这就要求我们‘全专结合、医防融合’，从源头上减

少居民健康问题的发生。”朱兰有一个“上下游”的比喻：

专科医生好比在下游救治落水者上岸，而社区全科医生

的责任，就是在上游提醒大家“此处水深，小心落水”。只

有从源头上加强控制，才能避免更多人“落水”。本市新

一轮医改提出的加快建立全覆盖、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

健康管理服务体系，恰恰也是家庭医生制服务的核心。

此前，朱兰就结合所学，借鉴先进的健康管理理念，构建

了一个适合社区家庭的健康评价体系，通过60余个细化

指标，展开对居民家庭的健康评估，取得了良好成效。

“在上海，有许多类似我这样的家庭医生，在医改的

大背景下，得到飞速成长和发展。”眼下，朱兰走街串巷也

带上了年轻医生，她期望让更多优秀的全科医生扎根社

区，当好千家万户的“健康守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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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宛艺

本报讯 （记者姜澎）历经两年多论证
筹备、四年多建设，上海交通大学张江科学

园昨天正式开园启用。科学园七中心、一

平台的科研布局初步形成，已汇聚47位来

自世界一流大学的顶尖科研人员。截至今

年底，首批360余名师生将入驻，未来园区

可容纳千余名师生在此开展原创性的交叉

研究。

科技发展向来和高等教育、城市发展

相伴相随，同时大学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

引擎。早在2016年，上海交通大学就在张江

扎根，并于2018年启动上海交大张江科学园

建设，2020年11月成立上海交大张江高等研

究院，并作为实体单位全面入驻张江科学园。

张江高研院是上海交大对接张江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并参与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

创中心的前沿阵地，在建设之初就确立了“未

来、创新、交叉”的发展理念，目前已成立的七

中心、一平台分别为：变革性分子前沿科学中

心、超快科学中心、未来材料创制中心、合成

科学创新研究中心、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创新

中心、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中心、DNA存储研

究中心以及公共仪器平台。

作为上海交大全面开展交叉研究的新型

顶尖科研平台，张江高研院聚焦物理、化学、

生命、材料、信息等基础学科，将在集成电路、

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开展变革性、颠覆

性、引领性的原始创新研究，致力于成为前沿

交叉研究的创新平台、重大科学突破的产出

源泉、高端创新人才的集聚高地和产业技术

成果的转化热土。

“上海光源-上海交通大学张江高等研

究院开放共享之门”同期开启，双方将进一步

加强资源互通，借力大装置平台实现重大科

学突破，以多维度优势互补，共同迈向科创集

聚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上图：上海交通大学张江科学园10万平

方米空间将成为重大科学突破的产出源泉和

产业技术成果的转化热土。

本报记者 袁婧摄

上海交大张江高研院“七中心、一平台”科研布局初步形成，与上海光源开放共享

张江科学园启用，力推交叉研究

本报讯 （记者祝越）备受瞩目的
闵行区前湾公园项目昨天开工建设，

标志着虹桥主城前湾地区掀起了又一

轮建设热潮。据介绍，前湾公园定位

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会客厅、世界级城

市滨水中央公园，将打造“一湾两湖三

区十八景”的景观格局，并与城市功能

无界融合。

根据闵行区《虹桥主城前湾规划

方案》，虹桥主城前湾地区位于苏州河

前端，是苏州河进入上海主城区的第

一个集中建设区域，因此被形象地称

为前湾地区。前湾地区总面积约30

平方公里，其中重点开发区域约10平

方公里，将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主

要核心功能承载区。

前湾公园作为前湾地区标志性项

目之一，总用地面积76公顷。C形水

湾构成公园景观的主要脉络，围绕“彩

虹湖”和“霁月湖”形成公园的2个活

力中心；森趣前湾、文化前湾、运动前

湾3个分区内，十八处景观引人入

胜，充分构筑“五分水绿五分城”的

生态格局。

根据规划，前湾地区计划从苏州

河向西引水，并开挖人工湖和河道，以

C形水系为主要脉络，形成1000亩以

上水域、2500亩以上绿地、30座社区公

园，再联通吴淞江的生态廊道。同时，建

造9公里的滨水慢行道、10公里的内圈慢

跑道和18公里的外环骑行道，将水景渗

入城市每个角落，实现“虹桥主城、尚水

前湾”的发展愿景。未来，苏州河由东向

西依次经过水森林、挺水湿地、净水台地

等净水设施，打造水生态科普中心等，让

市民感受科技、触摸自然和体验野趣。

通过共享带状滨水绿地，前湾公园

未来还将串联虹桥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虹桥国际会议中心、虹桥国际城市文化

展示馆等重大公共文体设施，引入世界

一流的文艺演出和艺术展览，呈现海派

都市的盛大图景。

定位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会客厅、世界级城市滨水中央公园，闵行区前湾公园开建

虹桥主城打造“一湾两湖三区十八景”

（上接第一版） 一幅幅照片、一组组数

据、一件件实物、一个个场景，生动展

现了浦东30多年的发展奇迹。陈吉宁

认真听取讲解，详细了解浦东改革开

放、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他说，党的

二十大描绘了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

浦东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始终保持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

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加快推进中央

赋予的各项重大战略任务，全力打造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努力当好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

上海自贸试验区作为全国首个自贸

试验区，9年来在投资管理、贸易监管、

金融制度、政府职能转变等重点领域形

成一系列基础性制度和核心制度，300

多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陈

吉宁走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企

业服务中心，察看“一网通办”为企服务

情况，与企业办事人员亲切交流，听取他

们的意见建议。陈吉宁说，要把服务放

到市场主体身边，及时回应企业诉求，推

动政务服务迭代升级，更大力度减环节、

优服务、强功能，让企业感受度更好、获

得感更多。在听取上海自贸试验区推进

改革、扩大开放等方面工作成效及下一

步工作汇报时，陈吉宁说，要发挥好浦东

改革尖兵、示范引领作用，深入实施自由

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大胆试、大胆闯、

自主改，进一步彰显全面深化改革和扩

大开放试验田的作用。要深化推进制度

型开放，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探索

开展压力测试，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

准等方面更加完备、更加成熟，把自贸试

验区建设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陈吉宁还来到位于浦东外高桥的上

海沪东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察看港口航

线、吞吐能力建设，了解码头自动化升

级改造试点工作进展，希望企业把握机

遇、做强主业，加快技术升级、加快业

务创新，努力向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高

端拓展，更好参与和服务国际航运中心

建设。在位于浦东张江的上海罗氏制药

有限公司，陈吉宁走进研发中心，了解

公司药品研发、在华发展等情况,并与

员工亲切交流。听到企业近年来加大在

沪投资力度，深度参与医疗创新发展，

陈吉宁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部署

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上海将坚

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力打造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

境，为中外企业在沪发展创造更好条

件、提供更优服务。欢迎全球企业持续

关注上海、深耕上海，共享发展机遇、

共创美好未来。

市领导诸葛宇杰、朱芝松参加调研。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做到“四个紧密结合”

（上接第一版）

作为论坛的举办地，奉贤区依托河

湖密布、林园镶嵌的生态优势，高标准

建设滨水空间，让城市文脉与河滨风光

彼此赋能、交相辉映。同时，聚焦美丽

大健康、新能源汽配、数智新经济、化

学新材料等方向，构建面向未来的现代

化产业体系。奉贤区委书记李政表示，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

服务人民，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和品

质，全面打造南上海城市中心、南上

海医学中心、南上海教育高地、南上

海交通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奉

贤新城的暖意、诗意。

加强顶层设计、标准引
领，提升人民城市品质

上海正以“五个新城”建设打开发展

空间，城市品质也格外引人关注。

当人们漫步在街道，在目之所及的

城市界面里，建筑、道路绿化、“城市

家具”各占三分之一。“可以说，‘城市

家具’和机动车、非机动车、人行道

‘三行系统’最能直观反映城市品质和软

实力。”东华大学环境艺术设计研究院院

长鲍诗度认为，“城市家具”是新时代城

市高质量建设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提

升人民城市品质的重要体现。在新城建

设中，要按照“城市家具”国家标准，

不断升级、优化城市家具体系，打造更

有温度的未来之城。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

铭在解析“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未来在哪

里”时提出，中国城市化的未来是“向心

城市”，这是城市持续发展的活力与动

力。上海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又处于

亚太城市带的焦点位置，拥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因此，在打造“五个新城”中，上

海要透过对“向心”与“离心”所塑造的普

遍趋势的观察，重新审视和规划城市的

发展，在追求空间均衡的同时，走向经济

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平衡。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主任

姚凯表示，将加强顶层设计、标准引领，

全力推进“五个新城”建设，使其成为产

城融合、功能完备、职住平衡、生态宜居、

交通便利、治理高效的独立综合性节点

城市；还将进一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进

程中新城建设和共享的新理念和模式，

充分彰显人本价值，更好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持续推进高质量

发展，更好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

性、创造性，加快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更

加强化开放枢纽门户功能。

打造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上海样板”

前湾公

园“一湾两

湖三区十八

景”中的彩

虹湖效果图。

（闵行区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