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端漫游” 88 个最美空间编织行旅地图
线上线下深度文旅融合， 不断催生

出新的业态。 今年， 共享·美好———“美

好生活” 长三角公共文化空间创新大赛

进入第三个年头。

线下， 大赛的案例精粹展在上海市

群众艺术馆的展厅开幕 ， 它是 2018、

2019 两届的 “美好生活 ” 公共文化空

间创新大赛获奖案例的集中呈现。

线上 ， 88 个优秀城市公共空间被

编制成了一张行旅地图 ， 并为市民设

计诗意徜徉之旅 、 市井风情之旅 、 野

趣亲子之旅、 悠游假期之旅、 亲水漫步

之旅 、 书香博览之旅 、 寻根探佚之旅

等 8 条打卡线路 。 当晚 ， 策展人还在

线导赏展览 ， 带领市民 “云游 ” 最美

空间。

“云中”赏大展 文化节有了“美术馆计划”

“展览还能这样看 ！” 昨天中午 ，

小红书博主以 Vlog （视频日志 ） 的形

式直播了正在上海复星艺术中心展出的

《对话： 浪凡 130 年》 展览， 尽管手机

镜头有点晃， 但依然收获了无数点赞。

上海市民文化节首次推出 “美术馆

计划”。 当天， 沪上 40 家美术馆对外开

放， 为市民和游客呈现 60 项实体展览。

此外 ， “云上美术馆计划 ” 同步推出

“100 项线上展览” “100 项线上公共教

育活动 ”， 还有 “云展厅 ” 视听体验 、

互动等内容。

首推“云市集” 展示非遗成果更能遇见生活
上海市民文化节牵手美食节、 海上

文创、市非遗保护中心、上海书展，第一

次打造“云市集”，聚集“守白艺术·忆想

天开”“金山生活”“安亭药斑布”等 20 多

家非遗文创商铺，古琴音响、刺绣手包、

大漆茶杯、剪纸台灯、琉璃摆件……在这

些精心设计的非遗产品中， 不仅能看到

近年来上海非遗保护的成果， 更能从中

遇到自己喜欢的生活。

走进永不落幕的文创产品交易平

台———“海上文创”， 玉兰胸针、 上海印

象书灯 、 上海中心听见上海多功能卡

包、 上海图书馆笔记本 《江流记》 等富

有海派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 令人赏心

悦目。 而与上海书展携手推出的书集，

同样也是好书不断。

赛事组团启动 帮市民释放“宅家洪荒力”

这场疫情带来一个重要启示： 要倡

导培育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方式。 上

海市民文化节启动首日推出的第一个全

民赛事便是健康达人在线闯关赛。 参赛

者以边学边答的模式通关， 用趣味方式

科普健康常识， 提升健康素养。

“千保健， 万保康， 乐观方才是关

键。” 一系列文艺赛事的打造， 将释放

人们的 “宅家洪荒力”。 市民知识大赛、

市民短视频大赛 、 广场舞创作展演大

赛、 市民戏剧大赛、 市民游记大赛、 市

民明信片、 海报设计大赛、 青少年戏曲

大赛、 市民艺术大展、 “美好生活” 长

三角公共文化空间创新大赛、 市民小康

嘉年华等已向市民发出了邀请， 精彩全

年不断。

长三角共舞台 足不出“沪”打卡各地风情
疫情期间，以艺战“疫”，群文人一直

在线。“云上文化服务日”特别设置“长三

角”频道，下设“共舞台”和“在艺起”两个

板块， 首次集中展示了苏浙沪皖四地战

“疫” 主题文艺作品。 各地人文艺术亦

借助上海市民文化节的平台集聚云

端 ， 近 30 个视频让上海市民足不出

“沪 ”就能打卡各地风情 。

名院名团名师云集 跟着屏幕过足“艺术瘾”

悠扬舒缓的钢琴伴奏中， 舞者们优

雅的身姿随旋律舞动 ， 错落有致地

“绘” 成一幅画。 昨天上午 10 点， 由上

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领衔的 《芭蕾公

益公开课》 准时开播， 吸引了众多网友

围观。

当天， 在 “云讲堂” “云剧场” 等

频道中， 上海市各级各类文化场馆、 专

业文艺院团 、 专业协会 、 各类主体霸

屏， 名师云集。

近年来，市民学戏的热情逐年升温。

由上海戏曲中心牵头，上海市京、昆、沪、

越、 淮、 滑稽戏等不同剧种剧团齐齐登

场 ，《“云 ”上雅韵 “昆曲 Follow Me”明

星课堂》《飞行课堂———初识京胡》《淮音

雅“云”———艺术课堂》《沪语小课堂》《红

楼团越剧流派清唱会》《沪剧微剧场》等系

列“云课程”丰富多彩。《首席教你学乐器》

《你我之间，只隔着一台“手风琴”》《音爱

集结》等，让大家过足一把“艺术瘾”。

全市文化馆资源上线 云上文化节不落幕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运营， 上海市数

字文化馆正式上线，点进去，云上看展、

市民云课堂、璀璨非遗、星舞台、上海故

事等目不暇接。与此同时，遍及全市的上

海公共文化配送也从线下转到线上，为

市民展开在线配送。 有了突破时间空间

的线上“场地”，群众文化将拥有更多的

可能性。

“云上文化服务日”上开启的众多云

上资源无法在 12 小时内观赏完怎么办？

主办方回应，“云上文化服务日”过后，这

些资源将继续保留在“云上市民文化节”

中，市民可继续观赏、学习、参与。

“萌宠”上线 二次元的气息弥漫在“云端”

“在家闷了两个多月了，终于可以走

出家门……” 点开 “域精彩” 频道中的

“2020 闵行艺起神抖抖”，“文趣妹妹”和

“白相哥哥” 哼着歌、 跳着舞走上屏幕。

“云上学”“云上秀”“云上赛”， 这对萌萌

的闵行文旅 CP 带着市民来了一场大料

实足的“云游”。

这样的二次元气息弥漫 “云上文化

服务日”。 比如，当天静安区推出的每一

堂云课堂前都会有可爱的“文灵逗”来招

呼大家。 这是区文化馆前阵子在抖音上

养的一只馆宠， 此次在 “云上文化服务

日”还添了一位伙伴“眉毛饼”。“眉毛饼”

是“文灵逗”的粉丝，它时而沉迷于烘焙

课程无法自拔， 时而在爵士音乐节的周

末嗨爆了。

长宁文化艺术中心的直播室里，一黑

一白两只可爱的动漫猫咪时常出现，一个

叫“猫宁”一个叫“奶特”，还有一些以它们

为原型的文创延伸品，比如抱枕、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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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小时破千万人次！“线上”市民文化节人气旺
“云上文化服务日”推出八大频道上千项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不间断在线联播

早上 10 点至晚上 10 点 ， 12 小时浏览量超过 1009 万人
次———首次尝试云上启动的上海市民文化节交出漂亮答卷。 昨天的
“云上文化服务日”， 八大频道上千项优质公共文化资源的不间断在
线大联播， 开启了一整年的精彩。

上海市民文化节走到了第八个年头， 其 “永不落幕的百姓舞台”

这一品牌形象已经深植市民心中。 今年情况特殊， 市民文化节没有

在 3 月失约，以“云上见”的方式走进市民的视听设备终端。 其台前是
市民文化节和文化上海云平台， 幕后是 16 个区群文资源和全市专业
文化资源、社会力量的总动员。 这不是简单地将线下活动搬到线上，而
是用互联网思维服务市民 ， 有好戏好课 ， 还可以 “逛 ” 文化场馆 、

赏公园里的春色， 甚至还有云海市集尝试 “带货” 文创品牌， 全新
的文化服务矩阵空间， 正孕育出百姓消费和参与文化的一种新趋势。

套用网络用语， 2020 年 “这一届” 上海市民文化节有看头。

来， 我们带您看看八大频道中都有哪些新亮点———

文化

上海芭蕾舞团“云考核”吸引网友围观
“以考代练”重排重要剧目

钢琴伴奏声悠然响起，足尖勾画出

春日里的轻舞飞扬。昨天， 作为上海市

民文化节 “云上文化服务日” 云讲堂

第一课， 上海芭蕾舞团第二期公益公

开课通过文化上海云、 上芭抖音官方

号和文汇新媒体等平台进行网上直播。

直播恰逢上芭演员年度“大考”，当日考

核分为芭蕾基训课和剧目展示表演两

部分。镜头前，十几位考官为演员的专

业能力打分；镜头背后，数以万计的网

友围观这场特殊的“云考核”。

抗击疫情以来，“云练功”成了芭团

演员日常。2月29日，上芭首次网上直播

公益课，吸引94.5万舞迷在线观看。“戴

着口罩跳芭蕾” 的视频迅速流传到海

外，很快就有舞蹈界同行致电团长辛丽

丽表示：“在全球舞台停摆的 ‘真空期’，

上海的芭蕾舞演员能坚持练功， 了不

起。”昨天的排练厅里，30多名演员一丝

不苟地完成了高难度舞蹈动作组合，汗

水顺着口罩淌下来，湿透了练功服。“以

往在剧场演出时，演员需要面对剧场里

的观众，现在要经得起百万网友的挑剔

眼光，逼着他们时刻绷紧追求艺术巅峰

的这根弦。”辛丽丽告诉记者，特殊时期

采用“云考核”效果显著，考评内容与往

年有所不同，难度系数也有所提升。

考核究竟有多难？一位上芭青年演

员透露：“比入团考试难多了。” 除基训

课上的“规定”科目，剧目展示的“自选

动作”才是考核难点，为此舞者们纷纷

秀出绝活。上芭首席吴虎生和主要演员

戚冰雪跳起《茶花女》双人舞选段。《茶

花女》去年11月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期间首演，如今吴虎生再度穿上“小别”

4个多月的戏服， 他直言意犹未尽，“更

想念舞台了”。 考核中，《白毛女》《梁山

伯与祝英台》《马可·波罗》《天鹅湖》等

热门剧目一一亮相，上芭用“以考代练”

的方式， 重新排演即将上演的重要剧

目，为后续演出做足准备。

尽管剧场演出暂停，但演员们都期

待着舞台灯亮那一刻，而芭团“大考”则

成了距离年轻人最近的舞台。柴可夫斯

基《四小天鹅舞曲》的曲韵弥散在空气

里，“小天鹅”们踩着轻快步点，整齐展

示“击脚跳”等舞姿……青年演员赵美

慈告诉记者， 考核前临时换了一位舞

伴，这组舞段必须重头练起。赵美慈入

团五年，从“群舞”晋升到“独舞”，初露

锋芒的年轻演员离不开大量剧目的实

践 。上芭不但通过 “以老带新 ”培养新

人，还推出《起点》系列现代芭蕾专场，

把他们推到“C位”独挑大梁。今年芭团

“大考”更向新人新作倾斜，由演员自编

自导自演的作品可获得额外加分。新近

创作的 《天使的微笑》《惊蛰》《青蓝紫》

在考核中揭开面纱，赵美慈也参与了现

代芭蕾新作《记忆的碎片》的演出，与她

情况类似的还有不少人。于是，在每天

五个多小时的舞团集体练功之余，这些

年轻人主动“留堂”加练考核项目，团里

出现了比以往更加热闹的景象。

■本报记者 宣晶

昨天，作为上海市民文化节“云上文化服务日”云讲堂第一课，上海芭蕾舞团第二期公益公开课通过文化上海云、上芭抖音官方号和文汇新媒体等平台进行网上直

播。 此次直播恰逢上芭演员年度“大考”，当日考核分为芭蕾基训课和剧目展示表演两部分。 均本报新媒体中心 张挺摄

■本报记者 李婷

昨天中午， 小红书博主 Yolanda 秋琦来到复星艺术中心 ， 记录下

《对话： 浪凡 130 年》 艺术展的精华。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把“四道防线”筑得更牢让市民安全安心
做好“六稳”尽快打通产业和经济运行循环

(上接第一版)

会议指出， 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部署要求， 统筹好抓防疫和抓发展， 下大力

气做好 “六稳” 工作， 狠抓政策举措落地落实， 尽快打通产业和经济运行循环。

要善于化危为机， 既要补短板、 堵漏洞、 强弱项， 也要拉长板、 增优势、 提能

级。 要善于立足全局抓局部， 树牢 “一盘棋” 思想， 正确处理好服务全市大局

和充分发挥各自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关系， 以更大作为争取更好结果。 要善

于着眼长远抓当前， 谋划推动重大任务和重大项目落实落地， 力争最大限度降

低疫情影响， 努力完成好既定任务、 规划好长远发展。

外防输入关键时期，集中隔离点迅速启用
(上接第一版 ) 按每班 5 人 、 三班轮流

的方式， 隔离点完成医务工作组的力量

配置； 16 名公安民警 、 城管队员 、 特

保人员等组成的安保队伍全面到位； 以

政府部门负责人为总协调人、 机关党员

志愿者为主力的保障组团队也陆续进

驻。 同时， 团队制定了人员入住流程，

并进行了多次演练， 对标此前国内重点

地区来沪人员集中隔离的工作标准和服

务标准。

温度在心、责任在肩 ，

“要把困难留给自己”

首批人员抵达前半小时， 记者观察

到， 隔离点团队曾发生过一次小小的争

执， 当时， 一位医务人员大声说： “这

个流程不行， 人员逗留时间太长， 难道

让他们在雨里排队？”

原来按照此前设计， 人员入住前需

要填报信息、 签署承诺书、 测量额温、

领消毒用品等， 平均每人要花 5 分钟。

但前方告知， 早晨前可能有 4 批人员抵

达隔离点， 为迅速 “消化”， 流程还要

优化。

事前做足功课， 关键时才能有条不

紊。 张连军一锤定音： “必要时， 信息

登记可等入境人员休息好了， 再由医务

团队辛苦一下， 二次确认， 拍照留档。”

他向记者解释说， 这么做首先是为入境

人员考虑， “集中隔离就是为了安全，

新流程可以减少等待， 减少聚集， 降低

交叉感染风险， 而且入境人员抵达时已

非常疲惫， 要尽可能照顾他们的感受”。

此外 ， 这个决定还有更深一层考

量： 在外防输入的关键时期， 隔离点作

为后道， 应该通过尽可能压缩入境人员

在前道的时间， 特别是为机场这一全市

“闭环管理” 的重要环节解套， “我们

要有担当， 要把困难留给自己”。

好在 “援军” 即将到来。 此前在国

内重点地区来沪人员集中隔离点工作的

团队 ， 目前正在居家隔离 ， 他们将在

14 天期满后立刻返岗。

新华时评美食节“云赛场” 秀一把宅家练就的厨艺
这段时间 “宅家”， 培养出了很多

大厨， 不要担心没有地方伸展拳脚， 可

以来云上的上海美食节秀一把。

美食节围绕 “Xian 人厨房 ” 主题

展开， 开设 “闲人厨房” “鲜人厨房”

“贤人厨房” “仙人厨房” 等丰富内容，

不同年龄、 兴趣的市民都可以来一展厨

艺。 同时， 市民可在其中玩美食知识小

游戏， 还可以分享自己做的菜， 与其他

网友实现美食的互动交流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