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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 以远香湖开阔
的水景为幕，近百名演员在光影变幻映射下

美轮美奂的水景剧场翩翩起舞。昨晚，上海

保利大剧院“一城风雅 我心向往”水景光

影秀暨“第二届远香湖艺术节”拉开帷幕，

同时宣告沪上最大规模的户外水景演出正式

落子上海五个新城之一的嘉定新城。

为加快“远香文化源”建设，打造“户

外演艺新空间”，上海保利大剧院发挥国内

首座水景剧场的硬件优势，携手顶尖设计

团队共同打造水景光影秀。据悉，此次

开幕式历时半年筹备，整场演出分为《一

城风雅 我心向往》 水景光影秀、《远香

湖 · 水韵华章》 艺术演出、《电音 · 万花

筒》 三个篇章，集喷泉、声光电、文化演

出于一体，通过动态演绎、实景再现、水

幕投影相结合，将城市内涵和自然风光浓

缩成一场高水准的艺术盛宴，一展嘉定新

城风采。

远香湖是嘉定新城的“绿色心脏”，保

利大剧院则是嘉定新城中央活动区的示范性

地标，此次重点打造的水景光影秀不仅是艺

术创作领域的大胆创新，更为嘉定建设“远

香文化源”注入了别样诗意浪漫，为凝聚城

市精神，提升城市软实力增添了一抹惊艳的

亮色。水景光影秀将为嘉定新城核心区域文

化赋能，高能级文体活动场所也正不断提升

着嘉定新城的城市功能与品质，让远香湖畔

的人居环境更舒适惬意。

“十四五”规划中，嘉定将把远香湖打

造为核心区中的核心圈，嘉定新城也将成为

提高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如

今，远香湖区域正在规划建设可供漫步的

“文化环”、远香湖南侧的“未来塔”和充满

创意的“活力谷”，打造更具标识度、宜居

度、美誉度的城市会客厅。未来，“远香文

化源”将融合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

化，在远香湖长卷上画出新的蓝图，变身为

一座1.21平方公里的综合性文化场所，汇聚

投影游戏广场、互动儿童天地、星光岛、水

杉雾森等景点，让市民享受到“华光环璧

影，清雅夜来香”的美好，致力于成为嘉定

新城最美风景区、高端文化交流区和市民休

闲生活体验区。

此外，为体现“人文教化地，智慧汽车

城”的人民城市建设嘉定样本，本次开幕式

还与“2022年上海汽车文化节”联动，作

为嘉定的本土节庆活动，今年上海汽车文化

节将一直持续至11月30日，主题为“绿色

新引擎 · 城市新动力”，活动涵盖汽车文

化、汽车旅游、汽车消费和汽车生活等主

题，借此彰显嘉定智慧汽车城的人文魅力，

进一步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更好地打响汽

车文化品牌。

作为“车旅游”“车生活”板块的分会

场，上海保利大剧院将于11月26日开展经

典古董车巡游、汽车后备箱集市等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开启汽车文化与城市公

共空间相结合的美好与快乐，让市民游客多

角度、多场景、近距离感受汽车文化的魅

力，而“一城风雅 我心向往”水景光影秀

也计划成为嘉定新城的常驻文化节目，持续

为新城居民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城融合生活体

验和文化盛宴。

嘉定新城核心圈再添全新浪漫景致

申城最大户外水景光影秀落子远香湖
随着网络媒体、自媒体的

兴起，影视评论也逐渐呈现多

元面貌。影视评论如何做到既

淬炼专业品格，又和弹幕等碎

片化表达互动？于11月21日、

22日举行的“2022· 中国艺术

研究院电影电视评论周”学术

论坛上，多位学界专家就上述

话题展开探讨。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

记、副校长胡智锋注意到，包

括影视评论在内的文艺评论已

呈现多元化格局：首先是平台

的多样化，传统的纸质报刊和

广播电视平台不断向互联网延

伸；第二是影视批评群体的多

样化；第三是批评话语的多样

化，除了严谨、理性、规范的

批评话语，也有像弹幕、短评

一类的碎片化、个性化的表达

话语。

为此，中国电影评论学会

常务副会长、研究员张卫提

出，应促进学术影评与新媒体

影评的双轨并行，让评论多样

性和传播广泛性并驾齐驱。他

建议两类影评人加强交流、取

长补短，了解对方的关注点、

切入点、立场、方法、专业背

景和表述方式。学术影评人应

推出更多的微评、短评、快评

和全媒体评论产品。

影评传播形式的多样化，

离不开理论的支撑。“目前我们

的电影评论表面上很热闹，但

如果认真探究，问题还是不

少，其中最突出的是影评的肤

浅化。”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名誉

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

原所长章柏青表示，电影评论

的理论厚度是其获得长久生命

力的根本原因。他呼吁提升电

影评论在电影学中的地位和关

注度，评论者应提升自己的历

史观，结合电影史与同时代电

影形成的经纬线，将作品放在

历史坐标中考量。

中国文艺评论协会副主

席、秘书长徐粤春则呼吁构建

中国化、时代化影视理论，立

足当下复杂、生动、丰富的影

视实践，在体察、扫描、透

视、把脉、诊治中进行理论建

构。影视评论者还应有“问题

意识”，发现问题、研究问题、

回答问题，而非说些“空言、蹈虚、不接地气”的评论。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也表示，应按照政治

性、艺术性、市场接受度和社会评价等几个维度来建设科

学的电影评价机制，避免个人化、情绪化的舆论狂欢，创

造风清气朗的批评舆论场。

从具体的作品分析层面而言，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会

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丁亚平认为，要区分并平衡

影视评论中的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影视评论中个人的喜

欢与否不能代表影视作品艺术、审美层面的价值高低，这

是坚持影视评论客观立场、严肃观点的应有之义。北京师

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周星也表示，影视评论是艺术

评论的一部分，既需要一般理论规律的支撑，也少不了对

具体作品的学理性思辨和针对性批评，从而获得鲜活的、

独一无二的影视评论。

11月25日，本届评论周还将举办“新时代电视艺术

的发展与创新：理论 · 实践 · 传播”论坛。

（本报北京11月22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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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京记者 彭丹

为加快“远香文化源”

建设，打造“户外演艺新空

间”，上海保利大剧院发挥

国内首座水景剧场的硬件

优势，携手顶尖设计团队

共同打造水景光影秀。

（上海保利大剧院供图）

■本报记者 刘力源

■本报记者 史博臻

（上接第一版）

吸引许多人拍照打卡的书展历程展示

区和“书展回顾展”，集中呈现了2004-2022

年上海书展的发展历程和诸多“首次”创

新，浓缩展示出上海书展这张“文化名片”

的行业吸引力和读者号召力，也展示了书

香上海助推城市软实力建设的责任使命。

“不一样的参与方式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唯

一不变的是对阅读的坚持和热爱。”悦悦图

书副总经理罗红感慨，每次参与书展都有

新收获，上海书展体现了服务全国的文化

大平台的影响力。

许多出版人在书展五天里，见证了上

海展览中心这栋建筑在清晨、正午、夜幕中

的不同光影，也发现了展馆内的新变化。

上海新华传媒首次与磨铁、新经典、中南博

集、果麦、后浪、九久读书人等出版品牌合

作，打造民营出版品牌展区，带来5000余种

2万多册新书好书，其中2022年新书1438

种。业内人士认为这样的合作有助于第一

时间听到市场反馈，进一步体现上海书展

的行业风向标意义。

“感觉惬意了不少，一路走走停停、笃

笃定定，舒朗开阔的书香风景让场馆有种

难得的透气感。”市民刘鑫与老伴齐逛书

展，多了“闲庭信步”的从容。更好的观展

体验带来了更愉悦的选书心情、更从容的

试读状态，也增加了找到好书的几率。

“小而美”书店吸睛，跨界融
合市集露营新场景

户外的嘉年华市集，是今年上海书展

互动指数尤其高的吸睛场景，不少读者纷

纷“一站式打卡”沪上特色网红书店。

拆粉色图书盲盒、抽一颗诗歌胶囊、淘

几本二手书……市民们驻足流连，作家书

店、馨巢书屋、光的空间、泡芙云、阅外滩、二

酉书店、无料书铺、公啡书社等特色书店，以

及卓弘黑胶、三弄国乐等跨界文创展商共20

余家机构，以市集露营的风格打造了集阅

读、音乐、文创、餐饮服务于一体的嘉年华，

搭建了高品质阅读与高质量生活的通道。

其中，乐开书店带来了一系列作者签

名本、二手绝版书和小众好书文创，店主

“蜗牛”赵艳苹告诉记者，不少市民还记下

了实体书店的地址，表示书展结束后要再

去探店。书展吉祥物“逗点”文创周边也受

到读者喜爱，上海书展越发成为阅读跨界

文化融合的新场景。

多位出版人告诉记者，相比近年来“书

店+”复合业态探索，在上海书展呈现的种

种新案例显现，“+书店”“+阅读”已经成为

城市生活的新体验。越来越多人体会到，

阅读应该成为生活场景的文化增量。书

香，还将继续赋能美好生活。

杨浦区3个零星地块旧改项目昨天同步

启动“二次征询”签约，共涉及11个零星旧里

地块。签约首日，三个基地均高比例达到协

议生效条件。截至当天中午，135街坊签约率

达到100%，35、52、68、70、77、95、193街坊签

约率达到93%，138、157、224街坊签约率达到

96.89%，这也意味着杨浦区今年零星二级旧

里以下房屋改造任务提前收官。

73岁的陈阿姨是此次零星旧改的受益

者。她在河间路上的老房子住了70年，“外面

下大雨，房间里就‘发大水’，常要麻烦居委干

部过来帮忙‘敲浜’”。老房子住得不舒心，每

当街道、居委会开会，只要陈阿姨在，她都要念

叨念叨“旧改”。由于老房子属零星旧里，邻里

邻居不过20户，体量太小、开发价值有限，陈阿

姨也曾担心享受不到“旧改阳光”。

“这下好了，终于可以把旧改这两个字从嘴

边、心上放下来了。我们家已商量好了拿货币分

房，这种方式比较活络。”陈阿姨喜滋滋地说。

此次启动“二次征询”签约的3个零星地

块旧改项目，包括11个旧改地块，分散在6个

街道，属于城市空间的边角料。杨浦区旧改

办采用“跨区域打包”模式，将11个地块合并

为3个项目，全部以单独储备方式实施。值得

一提的是，区别于去年主要将同一街道内邻

近地块进行组团实施模式，今年零星地块的

“打包”实现了跨街道整体实施。

“零星旧改最大的特点就是‘分散’，像我

们这次负责的旧改基地，跨了定海、长白新村

两个街道，其中长白新村街道只有3户。”杨浦

第一征收事务所支部书记朱琳说，地理位置的

分散给旧改政策宣传、协商沟通等推进工作带

来不小挑战，“零星旧改很难形成以往那种轰

轰烈烈的氛围，居民的心态也会不一样，这对

我们的上门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据介绍，杨浦区各征收事务所坚持以党

建联建为抓手，与居民区党总支签订党建联

建协议书，在政策法规宣传、矛盾调解、联系

服务居民等方面密切配合，通过“搭平台”“找

关键人”“公信人士参与”等方法，及时回应居

民疑问、诉求，积极化解各类矛盾，有效地推

进签约进度。

今年3月，杨浦区委、区政府召开“旧改攻

坚战”启动大会，明确要在2022年完成剩余的

600余户、约1.18万平方米零星二级旧里以下

房屋改造，全区基本告别二级旧里以下房屋

历史。在市旧改办指导下，杨浦区旧改办科

学精准完善征收补偿方案，为项目启动做足

准备；区旧改指挥部、街道分指挥部、征收事

务所充分发挥“三位一体”作用，形成推进旧

改的强大合力。

记者了解到，为落实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征收基地政策宣讲、居民看房等大型活动采

用了云宣讲、云看房等线上方式，避免居民聚

集性活动，最大程度降低疫情风险。

下一步，杨浦区将持续聚焦旧改征收基

地收尾攻坚，为实现城市功能和居住品质提

升创造良好条件。

11个地块跨街道打包成的3个项目，高比例达到协议生效条件

杨浦提前完成今年零星旧改任务

上海又有一条高速公路将部分通车。

本周五，沿江通道越江隧道（江杨北路—牡

丹江路）新建工程主线高速公路全线，以及

沿江通道西延伸（江杨北路—富长路）改建

工程主线高速公路南半幅临时通车，部分已

建成的收费设施同步启用。

此次临时通车的两段均位于宝山区，为

“双向六车道+硬路肩”高架形式的高速公

路。沿江通道越江隧道（江杨北路—牡丹江

路）新建工程主线高速公路东起牡丹江路，

西至江杨北路，全长约3.89公里；沿江通道

西延伸（江杨北路—富长路）改建工程主线

高速公路全长约3.86公里。

临时通车后，沿江通道浦西段可与郊环

隧道贯通，发挥郊环越江隧道功能，改善上海

北部货运越江单一通道的状况，预计越江过

境（S20/凌海路—G1503江杨北路断面）通行

时间可由20分钟缩减至约15分钟，提升过境

车辆通行效率、缓解外环隧道拥堵压力。

上海城投公路集团第三事业部现场指挥

部副指挥陈向科介绍，下一步，G1503北半幅、

下方的同济路快速路，以及地面的富锦路，预

计2023年建设完成，把整个高速公路打通。

沿江通道浦西段主线高速公路建成后，

将与同三国道、东南郊环、浦东郊环等一起

完成郊环线的“〇”字型闭环，形成全长约

208公里的申城最长环状高速公路，进一步

完善国家高速公路网和上海市域骨干路网，

提升道路通行效率，积极响应长三角一体化

的国家战略。

此次高速主线通车后，给交通组织带来

哪些改变？市交警总队提醒，此次高速主线

贯通的同时部分收费站将拆除，交通组织较

现状有一定变化。

浦东往浦西方向，长距离过境车辆可以

通过郊环隧道直接接入沿江通道浦西段主

线；到发宝山城区的客车，通过沿江通道浦

西段新建的牡丹江路出口匝道驶出，货车仍

须通过外环绕行，与现状通行路径一致。

浦西至浦东方向，长距离过境车辆可以

通过沿江通道浦西段经郊环隧道直接接入

浦东段外环，待临时通车后，郊环隧道现有

的临时禁货管理措施将同步取消，便于货车

全线贯通；到发宝山城区的客车，通过沿江

通道浦西段新建的蕰川路出口匝道驶出，货

车建议通过沪崇高速（S7）或沪太公路至外

环绕行，可分流蕰川路出口交通压力。

此外，同济路高架不能直接进入G1503

主线，需通过S20绕行。

提升过境车辆通行效率、缓解外环隧道拥堵压力

沿江通道浦西段主线高速将部分通车

沿江通道浦西段。 （上海城投供图）

（上接第一版）

“让大家积极参与生境花园的设计、建设、管理，让全

龄段居民走进身边的自然。”新泾镇刘三居民区党总支书

记钟咏联合设计方、居民代表每周召开一次沟通会，历经

两个多月五次征询三版方案，最终规划图赢得居民们的

交口称赞。

小区最终确定水韵生境花园以“小水洼里的大世界”

为核心主题，通过小水洼的生境营造，让居民了解和自己

一起过着城市生活的动植物们。经过设计师之手，自然

水系以不经意的姿态流淌进来，让人工与自然互相融合、

彼此渗透。

共同打造“家门口的生境网络”
建成于2003年的虹康花苑是动迁房回搬小区，此次

嵌入生境花园，居民们起到了关键作用。除了金桔树案

例，作为为数不多有着萤火虫栖息的小区，这里的迷你花

园规划中借用落叶树枝做地表层生态设计，同时保护萤

火虫和蝴蝶生境；有居民担心河道滋生蚊虫问题，设计方

通过内部循环净化提高水质，借助芳香植物驱赶蚊虫。

尽管多轮的征询拉长了项目推进时间，但设计方负责人

孙翀特别感谢大家的“金点子”，项目不仅有了美学意义，

也注入了实用好用的功能。

当然，居民不仅是生境花园的见证者、使用者，更是

维护者、管理者。钟咏在生境花园建设的同时，也抓紧时

机吸引楼组长、志愿者、退休的园林和动物学专家组建志

愿者团队，计划制定《生境花园居民公约》，强化民主管理

意识和自律自觉，让生境花园成为真正的百姓共享空间。

与此同时，新泾镇与长宁区生态环境局、华东师范大

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签订党建联建协议，创设“生境课

堂”品牌，打破社区、校区、街区之间的藩篱，邀请业内专

家为社区居民和生态爱好者开设生态微课堂，在葳蕤绿

意中放大自然的美好。

新泾镇社区建设办公室主任阮永昌介绍，生境花园

项目还将在水系沿岸持续推进，通过参与式设计、参与式

建设、参与式管理，注重听民意、汇民智、聚民力，打造居民

了解自然、亲近自然、感受自然的“家门口的生境网络”。

“聚众智”雕琢家门口的“田园诗画”书香满城，还将继续赋能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