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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沪举行的“全力打响上海‘四大

品牌’，率先推动高质量发展”专题座谈会

上 ， 上海品牌发展研究中心首次发布的

《2016-2017 上海品牌发展报告》（简称《报

告》）显示，上海平均每 100 个市场主体拥

有 26 件注册商标，已提前五年完成《上海

市实施商标战略中长期规划纲要 （2011-
2020 年）》 确定的国内有效注册商标总量

目标。

构建多层次品牌经济发展架构

近一年来，上海结合自身特点，充分发

挥自有品牌优势， 提出加快从产品经济向

品牌经济转型发展的战略思路， 把品牌建

设作为推动上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

抓手，积极探索政府、社会、企业协同推进

品牌经济发展路径， 逐步构建多层次品牌

经济发展架构。
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年底，获得中

国驰名商标认定的品牌有 179 家， 主管部

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 180 家、 上海市著名

商标 1300 家、上海名牌 1240 项、上海老字

号 42 项， 并有 1459 家中小企业获得上海

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
《报告》认为，上海企业对品牌的认识

不断深化，品牌培育、品牌运营与品牌保护

意识不断增强。 2016 年，上海注册商标申

请件数 257616 件 ，同比增长 24.2%，注册

件数 158380 件 ，同比增长 20.4%，总计有

效注册量 697251 件，同比增长 27%。 2016
年，上海平均每 100 个市场主体拥有 26 件

注册商标， 近五年年均新增注册商标 7.6
万件，提前五年完成《上海市实施商标战略

中长期规划纲要 （2011-2020 年 ）》确定的

国内有效注册商标总量目标。
与此同时，产权保护、诚信建设不断加

强。 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提供信

息事项 3441 项， 可供查询数据近 3 亿条，
覆盖本市 138 万法人和 2400 万自然人，为
上海推进品牌建设创造了“让守信者得益、
失信者惩戒”的良好外部环境。

新兴企业成著名商标认定主力

《报告》显示，第 21 批次新认定的 78
项上海市著名商标， 呈现出既传承又创新

的特点。一方面，“玉佛寺”“老大同”“哈市”
“老正兴”等传统企业品牌意识增强；另一

方面，新兴产业品牌不断涌现，知识产权咨

询、工程建设咨询、资产管理、网络接入服

务等新商业模式企业成为著名商标认定的

主力。
去年， 上海主动拓展自主品牌流通渠

道，探索建立老字号品牌集聚区、自主品牌

街区。鼓励商业企业扩大自营范围、开发自

有品牌产品和服务，以及实行“买手制”，积极推进老字号品牌参

与上海“优礼”行动，推动老字号特色伴手礼产品。
此外，《报告》还显示，科学技术部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排

行榜中，2016 年上海有 26 家企业入榜， 占全国的 19.8%；2017
年有 36 家企业入榜， 占全国的 21.9%。 在服务类品牌中，2016
年 530 项上海名牌产品 /服务中，服务类品牌占 36.7%，比上年

增加近 10 个百分点，数量达 189 项，比上年增加 11 项。目前，上
海共有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4 家，批准筹建的 3 家；上海市

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9 家，批准筹建的 27 家。金山区枫泾镇、松
江区车墩镇、青浦区朱家角镇入选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品牌研究中心教授王新新认为， 从宏

观视角看，需要政府对品牌发展进行顶层设计，创造一个有利于

品牌发展的营商环境，从品牌发展视角规划产业政策。 “市场是

培育品牌的根本机制，需要通过创新供给激活市场需求，充分发

挥品牌市场的巨大能力。发展品牌还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保持

战略定位、坚定方向、持之以恒、大力倡导精益求精，融合现代文

明和传统文化，不断提升中国品牌的文化内涵。 ”

朗读亭亮相思南
读者为母爱发声

本报讯 （记者许旸）刚刚过去的周末，一座古色古香的

“朗读亭”矗立上海思南公馆小广场，吸引了许多市民兴致

勃勃前来“打卡”。 央视节目《朗读者》的线下“朗读亭”活动

将持续至 5 月 21 日，各行各业的人都能走进亭间，用声音

传递文学之美。
昨天是母亲节， 有读者特地选择了母爱主题的文学作

品。华东政法大学学生文鑫怡坦言，平时很少有机会对父母

直接喊出自己的爱意，想借“朗读亭”一诉衷肠。
“朗读亭”在多座城市火热接力，成了文化“网红”新地

标。这是思南公馆与“朗读亭”继去年 3 月后的二度合作。接
下来的一周里，每天上午 10 点至傍晚 6 点，读者可自行准

备喜欢的文章或书前来，作品体裁不限，读给亲朋或自己；
每位朗读时间 3 分钟左右，有专业摄像师全程录制，或有机

会到《朗读者》现场参与节目录制。该活动不设预约，主办方

在排队区域准备了座椅，也搭建了雨棚。排队过程中市民如

需使用洗手间或用餐，可以向工作人员领取“等候券”。
在思南公馆品牌总监郑毅看来，“朗读”是文字的体现，

“者”是人，“亭”是空间。空间只有在文化滋养、人文关怀下，
才能成为具有生命力的地方，反哺公众对文艺的广泛需求。
“朗读亭”再进思南，与紧邻的思南读书会、思南书局实体书

店等，交织成了丰富的阅读之旅，散发出“文化思南”品牌矩

阵的强大效应。

2020年沪郊全部建成市级节水型社会
上海“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开幕

按照国家《“十三五”水资源消耗总量和

强度双控行动方案》，到 2020 年，全国年用水

总量控制在 6700 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国内生

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

比 2015 年下降 23%和 20%； 经过两年多努

力，目前上海两项指标已分别比 2015 年下降

21%和 19%，接近国家要求。 未来三年，上海还

将通过智慧节水、合同节水、供水设施改造、节
水型社会建设试点等， 继续以节水促减排、以
减排促防污，把节水贯穿到城市“取水、制水、
供水、用水和排水”全过程。

2018 年上海 “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

周”昨天开幕，宝山区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同

时启动。 “十三五”时期末，上海郊区将全部

达标建成市级节水型社会。

工业用水略降，服务业用水渐增

上海依水而生， 因水而兴， 河湖水面率

9.79%， 水资源总量较充沛， 但可用淡水资

源十分有限， 属于水质型缺水城市。 实施国

家节水行动 ， 可有效促进全市用水方式转

变， 减少水资源消耗和污水排放， 缓解缺水

瓶颈制约。

市水务局局长白廷辉介绍 ：“近两三年

来，由于用水技术和节水方式的推广，本市水

资源消耗大户的工业用水每年略有下降，尤

其是一般工业用水， 而服务业用水量却逐年

上涨。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经济结构转

型升级的发展趋势。 ”
2017 年，上海重点在高耗水行业如电子

芯片、生物医药、食品饮料等行业推进合同节

水试点， 并推进用水户内部用水实时监管网

络系统开发与应用，优化企业用水网络系统，

将单位内部用水集成管理网络建设与合同节

水相结合，效果显著。 下阶段，本市将继续在

高耗水行业推进合同节水，并积极推进“智慧

节水”，通过智能互联网技术持续推进大用水

户节水监管，经过七年建设已完成 207 家用

水单位、322 个水表的监管建设。

未来三年再免费更换 20 万
套节水龙头

日常生活中，很多居民都有自己的节水

小妙招———马桶水箱里放可乐瓶、 淘米水浇

花、洗菜水冲马桶、安装节水装置……既省水

费，又节约水资源。市水务局水资源处副处长

李立铮介绍，市水务局和市文明办、市教委、
市经信委、 市机管局出台了一系列节约用水

指导性文件， 不断巩固和发展本市居民、社

区、学校、单位和企业的节水建设。
目前， 上海共创建 22 家节水型工业园

区，3 家节水型农业园区，5 家节约用水示范

机关和 313 家节水型机关，7 家节约用水示范

单位和 123 家节水型单位，29 家节约用水示

范企业和 252 家节水型企业，45 家节约用水

示范学校和 351 家节水型学校，227 家节约用

水示范小区和 2704 家节水型小区。
在居民区，上海集中改造完善供水设施，

减少跑冒滴漏等现象；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提
高市民节水意识。 自 2013 年起，市水务局以

政府出资方式，将本市 1996 年前建造的老式

居民房的螺旋升降式铸铁水嘴， 全部免费换

成陶瓷片密封水嘴。据介绍，工程至今共改造

10 万套，未来三年会加大更换力度，到 2020
年再更换 20 万套。首批更换涉及虹口、静安、
杨浦、普陀四区，受益家庭 52864 户，改造后

综 合 节 水 率 平 均 为 25% ， 年 节 水 量 约 为

75920 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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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大脑”为社区精准“画像”
静安区试点大数据应用创新工程，50 万个“神经元”助力精细化管理

静安区临汾街道，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 的 成 熟 居 住 社 区 ， 时 代 发 展 的 脉 络 和

印 迹 在 这 里 尤 为 清 晰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这

里 的 社 区 管 理 靠 的 是 基 层 干 部 和 网 格 员

的 腿 以 及 手 中 的小本子；近两年，依托技术

革新，这里的管理模式进入了颠覆性的快速

迭代期———去年底，它率先将民生服务大平

台搭建到云上， 开发出民情大数据工具；最
近，它又创新研发出社区精细化管理的“最

强大脑”。
“最强大脑”借助遍布社区数百个各式

各样的感应装置， 开发出高空抛物监控、独
居老人照护、 食品安全等 12 个百姓需求聚

焦的运用场景，这张敏感的神经末梢网络直

指以往社区管理中的诸多尴尬和痛点。
据悉，作为“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8 年数

字经济试点重大工程”上海大数据应用创新

工程项目，临汾只是一个试点。 这张感知网

络将于两个月后遍布静安全区 14 个街道。9
月底之前，全区 50 万个各类感应装置，将助

力社区找到精细化管理的精准“画像”，实现

基于新技术之上讲求精准、高效的管理“效

率变革”。

■ 智能感应 ，实现 “于无
声处”的关注

临 汾 街 道 社 区 服 务 中 心 ， 这 里 布 有

“最强大脑” 联合指挥中心， 一方面它全天

候接收、 监控着由无数 “神经元” 发来的

信号和数据； 另一方面， 它连接着上海大

数据交易中心， 分析各类数据， 为管理提

供预判和警示。
指挥中心的蓝色大屏幕上，分设了非机

动车停车管理、消防通道安全、电梯安全、食
药品安全、 老人电子围栏等 12 个具体运用

场景。点开每个场景，当天的监控数量、预警

数字、问题类型、涉及的具体小区及路段等

都有具体显示，还能看到实时监控画面。
比如窨井盖管理， 有哪几处井盖松动

打开， 哪几处井盖溢水， 哪几处渗出有毒

气体……数据图标一目了然。又如食品安全

管理，哪几处食品加工场所的湿度和温度超出

预设范围，存在风险，屏幕上自动亮起警灯。
指挥中心数据管理负责人介绍， 当下

12 个运用场景都是依托此前调研走访中百

姓关切的问题所设置。 比如，街道老龄化程

度超过辖区总人口的 40%， 很多纯老家庭

更盼望一种“于无声处”的关爱；就此，社区

为很多老人家庭安装了“感应照护系统”，包
括智能床脚垫、门磁、烟雾感应器、燃气感应

器、红外感应器等，并开发了“老人生命体征

监测运用场景”。 这些感应器件在不打扰的

前提下， 精准掌握老人在屋内的起居动态，
包括监测老人的呼吸心跳等，并通过自我数

据学习掌握老人生活习惯，构建起“个性化”
的应对预警机制。

还有高空抛物监管，目前在部分沿街的

居民楼栋外安装了红外线感应器，一旦感应

到“抛物”，即刻启动、回放监控视频，精准锁

定整改目标。

■ 基层执法队伍实现“效
率变革”

“最强大脑”的运用充分解决了社区管

理中“人力所不能及、人力所无法及、人力所

没有及”的实际难点。 街道党工委书记俞林

伟这样点评。

俞林伟说，感应网络形成了公共设施管

理“全覆盖、全天候、全过程”的问题发现和

处置机制，破解了“人力所不能及”；在独居

老人照护等涉及个人隐私保护方面，用物联

技术破解了“人力所无法及”；依靠大数据分

析、预判、改进、优化管理和作业流程，提升

工作效能，破解了“人力所没有及”。
目前，“最强大脑” 联合指挥中心 24 小

时不间断运行，并且覆盖了网格中心、综治

中心、应急中心、物管中心、民生保障等五个

中心职能领域，不仅接入绝大部分城市部件

和事件管理数据，还能根据管理数据实时调

配行政资源，即时修正运行缺陷。
机智的“神经末梢”也充分将人力解放

出来，集中投入处置领域，问题响应与解决

速度明显加快。“最强大脑”试运行两个月内

接收自动报警 600 余次， 主动化解了 16 次

可能危及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隐患。
各类执法管理队伍也经历着 “效率变

革”———公安、市场、城管等职能部门以及物

业公司等各类人员都配发了蓝牙非接触身

份管理手环，实时记录行动轨迹。 遇到紧急

事项， 指挥中心就近调配管理力量赶赴现

场，提高处置效率。

■ 懂分析判断，更懂协调处置

作为试点， 临汾的 12 个运用场景既有

普适性也有区域性。 未来，全区各街道将深

度结合大调研，针对各自社区特点、群众需

求、先天禀赋、资源优势等，研发设定更为精

准的社区“画像”和个性化应用场景，真正体

现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
负责推进试点项目的静安区科委透露，

预计 9 月底前可以完成全区 14 个街道（镇）
的感知网络布设任务，同时对新增的感知系

统数据将设立统一采集、 管理和共享的平

台，对分散在各部门的大量存量数据则按需

突破，形成跨部门、跨系统、跨领域的公共数

据资源融合应用。 按照“谁应用，谁负责”的
原则， 强化数据采集和共享的信息保护，避
免形成新的“信息孤岛”，让大数据与城市管

理充分交互、相互促进。
此外，覆盖全区的智能综合运营管理中

心将分步构建，实现各种工作力量在社区层

面的协同整合，让“最强大脑”不仅能捕捉、
分析，还能判断、指挥，更能协调、处置。

临汾街道社区服务中心“最强大脑”联合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分设 12 个运用场景，实时显示社区内各类警报情况。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金泽张堰两大古镇确定“2035”蓝图

青浦区金泽镇、 金山区张堰镇， 沪郊

两大古镇的总体规划日前得到市政府批复。
对比 《青浦区金泽镇总体规划暨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 （2017-2035）》 和 《金山区

张 堰 镇 总 体 规 划 暨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

（2017-2035）》， 古镇的 “2035” 在共性中寻

求个性。 金泽镇将建设成为上海西部生态旅

游型的生态科创特色城镇； 张堰镇突出四重

定位———以水乡古镇和文化教育为特色的中

国历史文化名镇、 上海西南重要的新材料

深加工基地、 金山区中部生态绿心的核心

城镇、 金山滨海地区城镇圈生活服务的后

花园。

严守四条底线，实施基本农
田分类管理

根据规划建设用地负增长的总体要求，
两份古镇总规都严守人口规模、 土地资源、

生态环境、 城市安全四条底线。
———到 2035 年， 金泽和张堰的规划常

住人口均不超过 4.5 万人。 在人口组成上，
金 泽 城 镇 常 住 人 口 约 2.0 万 人 ， 张 堰 约

4.05 万人。
———在土地资源方面， 古镇都将坚持

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和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 到 2035 年， 金泽规划建设用地规

模不超过 19.22 平方公里， 到 2020 年耕地

保有量不低于 2580 公顷， 基本农田保护面

积不低于 2085 公顷。 张堰规划建设用地规

模分别不超过 9.37 平方公里， 到 2020 年，
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1855 公顷， 基本农田保

护面积不低于 1445 公顷。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

生命线 。 到 2035 年 ， 两大古镇的 主 干 河

流 水 质 都 将 提 升 至Ⅱ类 标 准 以 上 ， 大 气

环 境 质 量 稳 定 控 制 在 二 级 标 准 以 上 ， 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 具体来

看 ， 金 泽 规 划 城 镇 公 园 绿 地 不 低 于 76.0
公 顷 ， 人 均 公 共 绿 地 面 积 不 低 于 16.9 平

方 米 ； 张 堰 规 划 城 镇 公 园 绿 地 不 低 于

64.35 公 顷 ， 人 均 公 共 绿 地 面 积 不 低 于

15.9 平方米。
———城市安全方面， 古镇都将加强市

政基础设施和防灾减灾设施规划建设， 提

升城市生命线安全运行能力、 应急响应能

力和灾后恢复能力。

保护范围严控建筑性质、高
度、体量、色彩

古镇将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 形成由

“镇区—社区—村庄” 组成的镇村体系。 在

此基础上， 金泽形成 “一镇一湖一链” 的

空间发展格局 ， 张堰则是 “一心 、 一廊 、
两轴、 五区”。

古镇的美， 在于挖掘自身特色和优势

资源。 据了解， 金泽镇文化保护控制线范

围面积为 193 公顷， 其中历史文化风貌区

保护范围面积 51.8 公顷； 张堰镇文化保护

控制线范围面积为 48.7 公顷， 其中历史文

化风貌区保护范围面积 41.39 公顷 。 总规

要求， 保护范围内一切建设活动必须符合

规划要求， 保护范围周边建筑的性质、 高

度、 体量和色彩必须严格控制。

建设具有较高品质公共服
务的独立型小城市

根据总规要求， 古镇以 “绿色、 生态、
宜居” 为主要目标， 建设具有较高品质公共

服务的独立型小城市。 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完善由区域级公园、 区级 （城市级） 公园、
镇级 （地区级） 公园、 社区级公园、 口袋公

园组成的城镇公园体系。 与此同时， 形成多

层级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实现镇域

15 分钟生活圈均好配置， 各类公共服务设

施全面达标。
到 2035 年， 金泽规划公益性公共服务

设施用地面积不低于 48 公顷， 并完善 “两
横一纵” 区域干路格局和 “七横七纵” 城

镇干路网络； 张堰规划公益性公共服务设

施用地面积不低于 169.75 公顷， 构建 “一

横四纵” 镇域骨干路网体系。

申城万元GDP用水量同比降一成
本报讯 （记者李静） 记者从昨天举

行的 2018 年上海 “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

传周” 开幕式暨宝山区节水型社会建设试

点启动仪式获悉 ， 2017 年 ， 本市万元国

内生产总值 （GDP） 用水量为 25 立方米/
万元， 同比下降 10.7%； 万元工业增加值

用 水 量 42 立 方 米 /万 元 ， 同 比 下 降

17.6%； 人均日居民生活用水量 119 升 ，
比 2016 年增长 0.8%， 全面推进实施国家

节水行动成效显著。
上海是全国首批节水型社会试点建设

城市。 近年来， 市水务局积极会同相关区

政府开展全国节水型社会试点建设， 稳步

推进浦东新区、 青浦区、 金山区三个国家

级和闵行区、 嘉定区、 奉贤区、 松江区、
宝山区五个市级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 崇

明区市级试点也在积极推进启动。
副市长时光辉出席开幕式。

朗读亭吸引了许多上海市民前来 “打卡”。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