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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史博臻）随着寒意升
级，上海城投公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加强人员到位、物资配备，排查重要点

位安全隐患，确保春节期间高速公路平

稳通畅运行。截至目前，城投公路负责

管辖的本市11条高速公路、71个服务

区（含东海大桥）均平稳有序运行。

面对本次寒潮侵袭，一线人员积极

开展冰雪天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对

车辆防冻液是否充足、外露管道是否安

排防冻绑扎等问题逐一确认整改，各收

费站提前落实收拢路锥、加固电箱、拆

除横幅等工作，做到不遗漏一处角落、

不放过一个隐患，“全覆盖”做好寒潮备

战工作。

城投公路落实冰雪天应急物资储

备、设施保养、应急人员等准备工作，管

内各路段共备有应急待命人员314人、

铲雪车15辆、撒盐车18辆、清扫车36

辆，还储备了融雪剂、工业盐、麻袋、草

包，以及堆雪板、铁锹、扫把等，“全方

位”保障道路设施的安全畅通，强化应

战保障。

截至昨天，为应对本次寒潮，城投

公路共出动应急人员152人次、撒盐车

25辆次，实施清障施救2次。

此前，城投公路多次组织冰雪天应

急预案培训、沙盘推演及实战演练，有

效检验各部门的协调组织能力和现场

应急处置能力，为实战打下基础。

公路：“全方位”保障道路设施安全畅通

“速冻”开启，申城多措并举应对寒潮

“天气寒冷，要全面检查热空调，保障乘客温暖出

行。”寒潮袭来，昨天一大早，868路公交车驾驶员张志

萍和徒弟蒋栋海便来到内江路停车场检查车辆状况。

今年是59岁的张志萍在公交岗位上的最后一个

春节。35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凭着精湛的技艺和优质

的服务言传身教，先后带出了20余名徒弟。其中，90

后驾驶员蒋栋海，便是他的“关门弟子”。

除了车内的空调需要检查外，灭火器、安全锤、逃

生窗、应急阀、紧急逃生控制键等安全设施是否齐全、

有效，轮胎气压是否达标，雨刷器、反光镜是否可以正

常使用等，都是张志萍每天出车前的必检项目。

“低温天气要控制车速、保持车距、按序行车，尤其

早晨天还未亮、视线不清，一定要注意观察路面易结冰

情况，确保安全行车。”张志萍再次叮嘱蒋栋海。

运营间隙，师徒俩会就如何更好地服务乘客、保

障行车安全进行交流。张志萍说：“作为一名老公

交，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每位乘客和驾驶员，都能

高高兴兴上车，安安全全下车。用心守护每一位乘

客的安全。”

在张志萍的言传身教下，蒋栋海一步步成长，他认

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得到一致认可。蒋栋海更是摸索出

一套属于自己的暖、稳、准“三字工作法”。“暖”是发自

内心把乘客当家人一样，暖心服务；“稳”是起步、行驶、

进站、停车等要稳，安全驾驶；“准”是在保证稳的基础

上根据时间、路况适时调整速度，把乘客准时送达。

公交：
安全驾驶 温暖出行

本报讯 （记者史博臻）面对寒潮、
大风、低温“两蓝一黄”预警，上海城投

水务集团职工奋战在防寒抗冻第一线，

加强从原水、制水、输水及二次供水到

用户的全过程、全覆盖运行管理，提升

服务能级，保障广大市民用水无忧。

据统计，自前天至昨天中午，城

投水务共接市民来电1076通，较去年

春节长假同期有所增长，其中，上海

供水热线962740接电量926通，威玲

快线 962323接电量 150通，水管设

备、二次供水和无水、水小等维修类

工单412件。

城投水务在寒潮来临前准备充足，

目前无因寒潮低温引起的大口径水管

漏水、区域性无水或水表冻坏等问题反

映，总体情况平稳。

前天，城投水务自来水供水量为

411.1万立方米，同时加强水质实时监

测及化验检测，科学调整运行参数，合

理投加药剂，确保出厂水质全面达标。

在供水运维环节，城投水务面对春

节及寒潮的双重压力，动态掌握区域用

水情况。对发生用水困难的区域，第一

时间、跨前一步处置。由311名厂站抢

修人员、376名市政管网抢修人员及

294名二次供水抢修人员组成的应急队

伍24小时待命，及时响应，全方位、立

体式保障供水厂所、路面管网及小区管

道的供水安全；发挥“智慧供水平台”监

测功能，在市民报修前，提前通过水压、

水流的实时数据变化监测到爆管等突

发情况，同时，立即出动抢修队伍赶赴

现场进行抢修，大大提升响应速度。

为了进一步提升应对寒潮的服务、

处置效率，供水热线扩充到120门，上

线IVR语音客服机器人50个，新增“上

海供水”App、微信和支付宝小程序中

的“快速报修”功能，向市民提供“智能

客服+自助报修+人工托底”多渠道报修

途径，并通过各大媒体、网站、微博、微

信发布寒潮用水提醒，宣传水管保暖。

水务：从源头到水龙头保障市民用水无忧

电影《满江红》公映前，72岁的张艺谋

说，他忐忑的心情就像要交作业。现在看来

这份作业交得漂亮：《满江红》上映第三天，

票房突破12亿元，反超《流浪地球2》，暂列春

节档票房榜第一位。目前，影片在院线排片占

比最高，势头颇为强劲。

一个创作能力旺盛的导演搭准了当下

中国电影市场的脉搏，他兑现自己的诺言：

“让观众笑上30次。”借助沈腾、岳云鹏、雷

佳音和张译这群演员把喜剧效果发挥得恰

如其分，《满江红》全片层叠铺砌了翻转的机

锋，制造了类似沉浸式剧本杀的体验。为了

成全语言类的机锋，张艺谋其实克制了电影

可以发挥的空间和趣味。但是即便他舍弃了

所擅长的视觉表达，让渡了电影的特权而屡

次交由演员“陈述”至关重要的情节和人物

关系，从这部加速度地跑情节的“爽片”里，还

是能一再地辨认出张艺谋的创作底色。

以纯电影的手法，黏合了悬
疑和喜剧

《满江红》的第一个画面是俯瞰镜头下，

一队禁军小跑着穿过逼仄的宅巷，接着镜头

下沉，跟着奔跑的士兵一起穿过曲折庭院，

然后拉到花窗后，隔窗窥探夜色和夜色里的

人们。这个运动镜头结束时，画面切换，沈

腾充满喜感的脸出现了。在这部应和当代

观众的观看趣味和观赏节奏的电影里，张艺

谋用一个利落的开场演示了他作为一个老

手艺人的圆熟技法。他之前曾提过，悬疑和

喜剧是两种各有一套严格语法的类型片，这

两种类型片很少也很难“二合一”。就这一

点而言，《满江红》值得称道的未必是编剧机

械降神式设置的“翻转”，而是导演用灵活的

空间调度和利落的剪辑这些纯电影的手法，

黏合了悬疑和喜剧。

影片并没有像编剧号称的戏剧时间和真

实流逝的时间严格对应，尽管戏剧发生的时

间和电影持续的时间是一致的，是一个时辰

再多一些。但从电影的呈现来看，一部分戏

剧时间被拉长、被放大，相应的，一部分属于

人物行动的时间，悄悄隐去了。一如在时间

上的障眼法，影片的细节也没有做到它标榜

的严密。歌女瑶琴和小兵张大为了传情、言

志，两度唱过“何日归家洗客袍？”这阕词出自

蒋捷的《一剪梅 ·舟过吴江》。蒋捷出生时，金

朝已覆灭，他亲历的亡国，是蒙古铁骑南下，

南宋军队兵败崖山。《满江红》的背景是岳飞

身死，宋廷南渡，南宋初年的人们唱着宋亡以

后的词，多少是显得突兀的。当然，这个“纰

漏”，一定程度是延续了张艺谋的特点，《满江

红》的“南宋”，就像《英雄》的“秦”和《影》的“三

国”，出现了具体的历史背景，但戏剧展开的

时空背景又被悬置了，电影成为架空的寓言。

阴森的宰相临时驻节府唤起《大红灯笼

高高挂》的回忆；瑶琴的故事是《金陵十三

钗》时隔多年的回响；秦桧和他的替身，恰似

《影》的真假都督……这些明面上的细节，是

显见的“张艺谋元素”，但影片更为隐秘的精

神底色，根植于张艺谋所说的，“前所未有的

纯文本的表演”，也就是片尾《满江红》的出

现和被传诵。

悬疑反转的尽头，是一场出
于爱的行动

在历史演义和悬疑反转的尽头，张艺谋

屡次强调，《满江红》的核心是一场出于爱的

行动。在弥漫着危机和血腥的局中局里，一

群义无反顾的小人物的终极目的，不是杀戮

和复仇，而是找回英雄被抹除的“遗言”。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从一个人的背诵到一群人的朗诵，这是电影

《满江红》的决定性瞬间。这一刻，易烊千玺

和雷佳音的表演不重要，声浪阵阵的群演不

重要，这首词的文本本身便彰显了它惊人

的情感能量。这是一个极尽煽情的瞬间，

不仅在于这首词的修辞和情感冲击，更甚

一层，它从“被消失”的黑暗中一步进入永

恒的流传。可以预想观众在影院里感到的

振奋——英雄被正名，他的声音冲破了封

禁，承载了他信仰的作品终将战胜阴谋，获

得凌驾于时间的永生。

然而围绕着英雄、信仰和文艺创作的童

话，也是让人感到五味杂陈的。回望《山楂

树之恋》，静秋没有机会亲眼看见“山楂树开

出一树鲜艳的红花”，她和老三的爱情既是

纯真的童话，也是无法被见证的传说。张艺

谋的这种欲说还休的复杂态度，沉淀在《满

江红》最后的反转中。电影里，《满江红》这

首词是传说中岳飞写于风波亭的绝笔，被秦

桧抹去；若干年后，“秦桧”被逼面对禁军背

诵《满江红》，使这首词重见天日，但这个人

真实的身份是个替身，是注定要消失在历史

中的“影”，真正的秦桧甚至不知道岳飞临死

的细节。随着“替身”的死去，真相已无法被

揭示，《满江红》的出现和再现，都成为不可

见证的传说。

只有作品是真切的，“莫等闲、白了少年

头，空悲切”的词句是真切的，它们比真相更

强悍。在煽情的背后，这暗暗地藏着一个作

者内心至深的渴望，也构成了这则不断解构

的小品指向的寓言——此时此刻的“言说”

和“朗诵”，都将构成未来的精神史。

《满江红》：从“爽片”中辨认张艺谋
■春节档看大片

上午九点，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

院研一学生谢宏帅准时来到实验室，照看他

的宝贝——斑马鱼。给小鱼换水、检查鱼缸

循环水的水流状态、为成年鱼投喂丰年虫、

检查丰年虫孵化缸的盐度……一系列检查

完毕后他长舒一口气，“这一缸鱼，事关整个

实验室的毕业论文，马虎不得”。

对许多硕士和博士生而言，春节往往

承载着两头牵挂：一头是期盼回家过年；另

一头，学校实验室常有一些科研工作不能

掉线。“大家放心，这个春节，守护实验室的

任务就交给我吧。”今年，谢宏帅主动请缨

留沪过年，承担起照顾上千条实验鱼的任

务。记者从上海海洋大学了解到，这个春

节，为了手头的科研工作留校过年的学子

不在少数，预计超过250名学生，其中，水

产与生命学院学子占比过半。与此同时，

不少教师也主动留沪过年，抓紧时间科研

攻关，在实验室和学生们一起过“学术年”。

“这100多缸鱼，包在我身上”

“网上曾有个段子：有流浪猫偷吃了大

学里的鱼，一名研究生痛哭，‘我的毕业论

文被吃了！’虽然有些夸张，但实验鱼的成

长确实关系着我们的研究、论文乃至毕业，

真的很重要。”实验室里，上海海洋大学水

产与生命学院研二学生袁辉明正忙着给小

鱼换水。为了照顾好这些“宝贝”，每年寒

暑假和春节期间，都必须有人“留守”。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胡鹏教

授告诉记者，今年，他早早和父母打了招呼，

春节不回家，因为实在放心不下实验室。“我

的父母和爱人都很支持我的决定，没想到，

谢宏帅同学也主动提出留校过年。”

“文章科研处处顺”“心仪工作入囊

来”……这是谢宏帅和小伙伴们在实验室

里张贴的春联，年味一下子就从红底黑字间溢出。谢宏帅更是

向课题组郑重承诺：“大家放心，这100多缸鱼，包在我身上了！”

其实，早在去年11月，谢宏帅就做好了春节留校的打算。

“我想抓紧时间学习，希望能多学一些东西，为发表论文和未来

读博多作一些准备。”

守护鱼缸发奋科研，脚踏实地追求梦想

之所以如此珍惜在校的每分每秒，与谢宏帅的经历息息相

关。从浙江大学生物学专业本科毕业后，他曾在一家知名互联网

企业工作过一段时间。2021年，他作出一个决定：辞职考研！“我

对生物信息方面很感兴趣，我还是想追求自己真正的梦想。”

“我很欣慰他继续深造的目标，发奋科研的劲头很足。”提起

谢宏帅，导师胡鹏赞不绝口。胡鹏的主要研究方向为高通量单

细胞基因组学测序新技术开发和应用，其中涉及大量计算机方

面的知识。而谢宏帅也给这个春节作了细致的规划：除了做好

实验室的维护，还要继续学习编程方面的技能。“正如导师所说，

学科交叉是未来的大势所趋，我也想抓紧时间为自己充电。”

假期对研究生来说，往往是出成果的“黄金期”，发奋科研也

是实验室师生的共识。“留校过年，是守护鱼缸，也是珍惜做科研

的机会。”水产与生命学院博一学生张晓雯说，“同学们都想抓紧

时间争分夺秒做研究，希望早点在专业领域作出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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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沈湫莎）春节假期过半，沪上科普场馆日渐升
温。记者昨天从上海科技馆获悉，大年初三，上海科技馆共接待

游客23738人，达到最大客流承载量的近80%。而其两大分馆

人气更高，上海自然博物馆共接待游客14821人，上海天文馆的

游客数达3901人，分别达到最大承载量的93%和97%。兔年前

三天，上海科技馆三馆累计客流达11.6万人，逛科普场馆已经成

为沪上年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春节，上海自然博物馆推出的“玉兔东升”兔年生肖展

人气颇旺，不少观众戴着可爱的兔子头逛展，与从科学与民俗角

度解读兔子的展览陈设相映成趣，还能偶遇“兔囡囡”人偶讲

解。展览由“序-癸卯兔”“兔祥瑞”“兔玲珑”“兔有才”“兔挚友”

五个展区组成，走进展区，仿佛钻进兔子洞，洞内大有乾坤。

作为上海科技馆的新春“保留节目”，这场“玉兔东升”展览

是科技馆举办的第十四场生肖展。上海科技馆自然史研究中心

副主任张云飞发现，除了展览内容不断推陈出新，公众观展方式

也在变：十多年前，观众喜欢带着笔记本抄录展板上的知识点，

如今标本“C位出道”，家长更喜欢结合动物生活的环境启发孩

子去思考。今年馆方首次使用虚拟兔形象，通过3D技术打造数

字孪生云展厅，一比一复原现实场景，重现动物的自然生境。

上海科技馆三馆三天累计客流11.6万人

沪上科普场馆年味足人气旺

《满江红》

上映第三天，

票 房 突 破 12

亿元，反超《流

浪地球2》，暂

列春节档票房

榜第一位。

（上接第一版）一旁，社工和物业忙着清理停车场内的建筑垃圾、

废弃物等，以备腾出空间安装充电桩，解决“飞线充电”等隐患。

有限资金尽可能全覆盖

智能垃圾箱和车库出入口改造，分别属于微更新和老旧住

房综合修缮两个项目，大小项并行，改造过程既要厘清工序，也

要理清资金。

林维敏介绍，智能垃圾箱安装经费全部来自党组织服务群

众项目。“每年都有这样一笔经费，要用在老百姓最急迫的需求

上。这是广泛收集民意，多次讨论后的结果。”

微更新项目的方案由居民票选而出，从绿植品种到滑梯样

式，事无巨细；如何配置有限资金尽可能实现全覆盖，同时抓好

大部分居民关注的“牛鼻子”？

社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表示，微更新的资金主要来自“美丽

家园”项目，除了“党组织服务群众项目”承担的部分，“目前已有

社区共建单位认领针对幼儿的设施，以及针对轻度认知障碍老

人的适老化改造项目。”

这使得有限的政府资金，有可能集中在居民需求的“最大公

约数”上——“比如山北小区居民非常关注绿化，我们可以把这

方面做得更到位。”他说，目前共建单位的认领意愿不错，已有部

分项目开始对接。

“最急需”成功破解
“最关注”加快推进

（上接第一版）这不，演出中场休息，爆米花亭

又排起了长队，排在队末的马先生终于为自

己的一对双胞胎儿子“抢”到两桶爆米花，来

不及到一旁的兔年特别装置“打卡”，下半场

演出已经开始了。

场外排队，场内面对小丑演员的互动邀

约，观众席更是竞相起立争取机会。有几场

演出更是因气氛热烈而延时表演一刻钟，以

回馈观众的热情。

而位于演艺大世界核心地的上海大剧

院，在春节假期安排了三台剧目共13场演

出。其中，上海芭蕾舞团带来的经典版《天鹅

湖》今、明两天上演，目前演出票“只剩零星几

个座位没卖完”。此外，连同六场“久石让&

宫崎骏动漫经典音乐会”和五场“2023上海

爱乐汇新春音乐会”，截至24日凌晨，13场演

出的平均售出率已达到88%。“平均票房流水

超过以往春节消费，说明今年观众的购票欲

望在持续提升”，上海大剧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年后的多台重磅演出已经开票，其

中，即将中国首演的两部音乐剧《道林格雷

的画像》和《剧院魅影》中文版销售势头最为

强劲。

得益于应对疫情探索出的一套较为成熟

的“云演出”模式，在新春期间，不少院团、剧

场选择了线上线下“双管齐下”的模式，满足

观众高涨的观演需求，也进一步培育巩固观

众群体，为节后市场的全面复苏蓄力。仅上

海戏曲中心，在元旦新春期间就有22场线上

活动与63场线下演出同步展开。线上部分，

以“金虎辞旧岁 ·瑞兔贺新年 2023年迎春戏

曲展播”为品牌，形成合力，集结尚长荣、蔡正

仁、高博文等名家名角奉上经典。其中，上海

昆剧团线上活动内容涵盖五班三代，多位“国

宝级”艺术家纷纷登场。上海沪剧院在沪剧

之家视频号推出新春特别展演，《陈毅在上

海》《红灯记》等最新版本的4K高清剧目将首

次亮相网络平台。

更高品质的头部产品，才是
进一步激活市场的关键所在

这意料之外的“春节热”，极大地提振了

演艺人对新一年市场的信心。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演艺品类，都能在春

节假期得到市场回暖的“即时反馈”。对此，

演艺人保持乐观清醒的态度，理性向记者分

析个中原因——有艺术家、演员团队尚处恢

复期的原因；也有观众年龄结构不同消费习

惯有别的原因；还有演艺品类消费周期不同

的原因。“‘春节热’已然透露市场稳中向好的

积极信号，但真正的春天尚未到来。”一位一

线剧场工作人员如是预测。

理性看待、积极作为，也是不少演艺人的

共识——“春节热”是否是偶然的、短暂的报

复性消费，倚仗观众的文化消费意愿，更离不

开剧场与院团的优质供给。过去三年间，各

大剧场院团潜心创排、策划的原创项目，进

入2023年还在持续收获、甚至有望创造更

大的市场影响力。距离首演仅四个月，舞剧

《白蛇》将再度“起舞”。此外，即将首演的

《剧院魅影》未演先热，在去年末创造了开票

三小时内票房突破三百万元的佳绩，在此基

础上，上海大剧院新年一口气新增八场演

出，满足观众需求。

而昔日主攻海外和上海本土驻演市场

的海派杂技，也将在2023年进一步深耕国

内市场，谋求市场的新增长极。上海杂技

团团长梁弘钧表示，得益于此前几年剧团

的节目储备，即将在今年四月首演的 《天

山雪》将追随此前《战上海》的步伐，同步

轮替开启国内巡演，预计2023年将有100场

演出，这也是杂技团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

内巡演。而尽管驻演15年的 《欢乐马戏》

今年春节“爆了”，但为了其更长久的生命

力，上海杂技团计划在今年围绕这个IP全

新创作，同时为其建设全新的中剧场，全面

提升观众体验。

展望新的一年，能否重现甚至超越2019

年申城演艺市场的高光时刻？一些演艺人已

经给出了乐观自信的答案。“从演出规模来

说，我们努力对标国家京剧院！”上海越剧院

演出部主任孙旭的底气来自于完备的人才梯

队与丰富的剧目储备。他说：“2023年，我们

保守估计将演出230到240场，目前这个规模

就已经超过了2019年的210场。商业巡演方

面，我们的足迹北至内蒙古，西至新疆喀什，

南至海南三亚，很多城市都将是越剧剧种首

次踏足。品牌策划方面，我们计划新推出的

‘盛世越章’将主打40岁中生代演员，从长三

角逐步铺展至全国，将有不低于100场的超

大规模演出。”

上海演艺人清醒地知道，这座城市的观

众“最懂戏也最爱戏”，而更前瞻的布局策划

与更高品质的头部演艺产品，才是进一步激

活市场的关键所在。

兔年新春上海演艺市场收获“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