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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国技能大赛正在广州进行， 上

海 97 名 “技能健儿” 正与各省区市的能

工巧匠同场竞技。 连日来， 他们以精益求

精不断刷新大家对技能的认识和对 “精

确” 一词的理解。 而对选手们来说， “技

能成就梦想” 也得到了最广泛的印证， 正

如 “00 后 ” 餐厅服务选手吴煜所说 ：

“技能是美好的 ， 享受学习技能的过程 ，

享受自己的成长， 这令我获益一生。”

锤炼匠心 成就梦想

比赛现场， 选手们这样诠释 “精益求

精”： 车身修理项目， 上海选手李杰能将

常见的车门平整项目以手工修复到误差

0.5 毫?内， 肉眼看不出修复痕迹， 可直

接喷漆； 烘焙项目， 选手要在 11 个?时

里做出 166 个规定的面包， 写出每个面包

的用料、 设计意图、 想法描述等， 还要创

作拼装一个高 1.2 ?的艺术面包， 要求又

好又快……这背后是日复一日高标准、 严

要求的练习。

车身修理项目一直以来都是世界技能

大赛上中国的优势项目。 前两届世界技能

大赛上， 李杰的师兄、 同样来自杨浦职校

的杨山巍和徐澳门接连夺金， 将这份坚持

不懈和永无止境的钻研精神接力传递。

李杰的教练丁志鹏说， 李杰自一年多

前就开始了集训， 冲刺阶段他每天 7 点半

准时抵达工位 ， 持续练习到深夜甚至凌

晨， “唯一的休息时间也是听教练讲解”。

他申请住在学校宿舍， 周末和节假日也都

“泡” 在实训室中， 几十种工具、 几百个

零件， 周而复始， 锤炼匠心。

提升技能 促行业发展

22 岁的丁志鹏曾是一名世赛选手 ，

毕业留校后担任车身修理的实训教师。 对

于世赛带给行业和选手个人的改变， 他有

着直观感受。 “优秀的钣金工一直是稀缺

人才， 我的师兄弟、 带过的学生大多被知

名汽车企业录用。” 在他看来， 参加世赛、

国赛代表着行业顶尖的技能切磋， 有助于

提升行业标准和教学水平。

“年轻人有创意、 肯学习、 干劲足， 新鲜血液的加入推动

了我们行业的发展。” 上海选手钟保根的教练、 乐斯福中国烘

焙中心经理陈玉翔从事烘焙行业 20 余年， 近年来， 烘焙行业

迎来了新发展， 社会与企业层面的激励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越

来越完善， “观念转变了， 好苗子多了， 我们的工艺也越来越

提高了， 可以给消费者带来更美味、 更健康的美食”。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

顶尖技能人才走进工厂， 在一线引领创新； 各类技能比

拼， 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开展青少年职业体验和技术教育，

在他们心中埋下 “技能梦想” 的种子……在上海， 以筹备世界

技能大赛为契机， “技能成就梦想” 正成为共识， 技能人才也

为上海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力。

餐厅服务世赛选拔赛上海队随队教练孙建辉说， 像吴煜这

样的专业人才十分抢手， 两年前东航就已向他伸出橄榄枝， 而

去年获得世赛优胜奖的吴佳妮， 已在东航拥有 “吴佳妮技能大

师工作室”， 将餐厅服务中应用于客舱服务的创新技能和举措

分享给更多员工。 促进世赛成果转化， 餐厅服务上海教练组也

正在编写教材， 助推酒店业高技能人才培养。 培养了多位 “国

手” 的上海商贸旅游学校也在完善人才培养机制， 除了中本贯

通、 中高贯通的酒店服务专业， 还有选修课等， 普及酒店服务

知识， 发现好苗子。 （本报广州 12 月 12 日专电）

优化体育健康课程营造“活力校园”

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行动方案发布

本报讯 （记者储舒婷） 如何让每个青少年儿童享受运动

的乐趣， 并从运动中获益？ 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团队

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近 30 个课题实验基地， 覆盖 400 余所中?

学校， 通过多年研究为学校、 家庭、 社区提供了一套系统完整

且可操作性强的 “行动指南”。 昨天， 这套 “行动指南” 《新

时代体育教学改革指导纲要 （试点）》 《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

健康促进行动方案 （2020-2030）》 发布， 全国中?学和高校

健康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也同时成立。

行动方案围绕实施优质的体育与健康课程， 营造 “活力校

园” 氛围， 创设完整的 “家庭—学校—社区” 多元联动机制，

推行科学的 “赛事挑战” 奖励计划， 建立动态持续的运动智能

监控体系， 从课内外、 校内外， 全方位、 全时空， 提升体育健

康教育质量。 会上， 已从行动方案前期研究中受益的学校教师

代表、 学生代表、 家长和社区代表们分享了实施后的收获， 并

向全国中?学发起倡议。

强冷空气今抵沪，雾霾将被吹散

申城昨启动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

本报讯 （见习记者张天弛） 受上游输送及不利扩散条件

双重影响， 上海昨天出现今冬首次重度污染过程， 空气质量指

数 （AQI） 午后峰值达到 256， 触发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响应

行动。 据市生态环境部门预测， 今天午后抵沪的冷空气将吹走

累积污染物， 下午至夜间， 空气质量将回归优良水平。

据悉， 继昨天午后出现重度污染天气后， 夜间 AQI 已降

至 200 以下， 转为中度污染。 但在冷空气抵沪之前， 今天上午

仍将出现较为严重的污染过程， 傍晚和夜间空气质量才能转为

优良水平。 随着冷空气的到来， 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预测， 明

天早晨市区最低气温将降至 4℃， 同时， 今天半夜起， 本市将

有短时?雨， 局地出现雨夹雪。 接下来的一周里， 本市气温都

在 10℃以内， 最冷时段出现在周二和周三早晨， 市区最低温

度仅 3℃， 郊区更低， 部分地区将降至冰点甚至冰点以下。

文化大IP?起豫园与大观园
新书发布、打卡体验、越剧串演……为岁末上海消费市场添火

用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 《红楼

梦 》 的文化 IP 串联 ， 书中的 “大观园 ”

与现实中的文化地标豫园仿佛交汇了。

日前， 豫园红楼梦古典文化周开幕，

在为期 10 天的时间里， 不仅将有 2021 年

《红楼梦日历》 新书发布、 上海越剧院古

戏楼版 《红楼梦 》 演出 、 1987 版 《红楼

梦》 贾宝玉扮演者欧阳奋强的见面会， 还

有踏雪寻梅国风巡游、 古典妆容茶话会，

从一个 IP 到层出不穷的文化活动， 为岁

末的上海消费市场再添一把火。

在豫园如何点击“大观园”

大观园究竟在哪里 ？ 造园师 “山子

野” 是谁？ 有说法认为， 明末造园大家张

南阳与词人、 散曲家施绍莘二人是 “山子

野” 的原型： 张南阳又名 “张山人”， 施

绍莘号 “子野 ” ， 二者名号相合 ， 恰为

“山子野”。 张南阳与施绍莘皆为上海人，

而张南阳， 正是上海豫园的造园者。

这个困扰人们数百年的问题至今没有

答案， 但在有着 400 年历史的豫园中， 确

实能找到些许大观园的影子。

“在文化周上， 我们特别策划了 《豫

园—红楼梦打卡地图》， 从古典文学穿越

到现实中还原意境。” 活动负责人说， 豫

园商城内的明清式建筑、 风味美食， 以及

具有浓郁历史感的老字号品牌， 都与 《红

楼梦》 中描述的文化与风俗密切相关， 豫

园商城倡导的东方美学也与古典文学有着

异曲同工之妙。 比如， 《红楼梦》 第二十

三回描写黛玉 “正欲回房， 刚走到梨香院

墙角边， 只听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 听

得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 豫园中同样

也有名字里有 “梨 ” 字的演艺场所———

“海上梨园”， 它原本就是一个古戏台， 上海

越剧院三团将在这里进行闭幕演出。

用一个 IP 串起商旅文联动

作为上海旅游景点、 文化地标， 豫园有

很多种打开方式。 用一个文化大 IP 串起商

旅文联动， 是一种新的尝试。

文化周上， 这里会有一场 2021 年 《红

楼梦日历》 （岁时版） 新书发布会。 作者樊

志斌介绍， 新书以乾隆初 《帝京岁时纪胜》

为主线， 贯穿 《红楼梦》 文本相关情节， 编

列风俗、 物候、 饮馔、 文事、 风物、 杂戏、

典制等条目， 力求反映彼时民众日常之方方

面面， 读懂中国人的天长地久。

历久弥新的豫园， 如今也是长三角古典

文化爱好者的聚集地。 文化周上 ， 1987 版

电视连续剧 《红楼梦》 化妆师胡焰将亲临古

典妆容茶话会， 讲述古代与现代妆容、 造型

的融合与风向。 与此同时， 复旦大学汉服社

将带来一场踏雪寻梅国风巡游， 与市民游客

来一场不期而遇。

站在江南名园之中， 眺望古典之美， 商

业与文化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相互契合。 近

年来 ， 豫园商城围绕 “文化复兴 、 时尚经

典” 不断升级， 而本次文化周便是其持续挖

掘和传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以文化助力消

费升级的创新之举， 通过演出、 讲座、 游乐

等板块， 打造融人文、 互动、 创意与生活于

一体的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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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单到收货，企业“触网营销”乘风而起
一批服务在线新经济的科技型企业正在兴起，孕育崭新创业机遇和市场生机

上海慧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张庆

没想到， 今年自己的公司业务量大增———越

来越多的传统快消品牌找上门来， 让慧源帮

忙 “触网” 营销。 为应对快速扩张的企业业

务， 早在今年 2月因疫情宅家期间， 张庆就

通过远程面试 “招兵买马” 招聘了 20多名应

届毕业生。

在消费者最熟悉的电商平台背后， 一个

日渐丰满的产业生态系统正在形成。 除了直

接和消费者见面的淘宝、 京东、 拼多多， 一

批像慧源这样的企业也实现了逆市上扬。 从

下单到收货之间， 处处孕育着创业机遇和市

场生机， 一批科技服务型企业正在兴起， 有

些已经或正在筹备上市。

为品牌营销 “触网 ”

打通最后一公里

“现在我们基本不用自己找客户了，

都是客户主动找我们， 或由大平台直接牵

线介绍。” 张庆说， 近年来公司销售额年

均增幅超过 300% ， 去年销售额超 5 亿

元， 今年更是 “一飞冲天”。

消费者登录各大电商平台， 扑面而来

的各种促销活动 、 各类 “满减 ” “优惠

券” 等信息背后， 蕴藏着数不清的流程细

节和技术问题： 对品牌商来说， 优惠券怎

么发、 不同平台上的促销活动如何协调、

优惠金额由谁先垫付， 并非拍脑袋凭空设

计； 对平台来说， 线上如何铺货、 如何安

排商品促销、 如何提高用户的触达率， 都

需要用大数据来决策。

几年前， 张庆从全球快消品巨头宝洁

公司辞职创业， 他看到的是快消品营销中

的一大痛点———中间环节过多， 流程不透

明。 仅以送赠品为例， 通常的赠品到达率

只有 50%。

慧源科技用数字技术为快消品牌的线

上营销赋能。 同样是送赠品， 在线上改让

消费者上传购物?票， 经图文识别软件验

证后， 再给用户手机中返还一张数字优惠

券。 运用这一技术， 某知名日化公司每天

收集销售凭据 3 万多张， 销售额是平时的

三倍， 营销成本却显著降低。

得益于此前在快消品公司研发 、 销

售、 供应链管理等多个岗位的历练， 张庆

熟谙一件货物抵达消费者之前的各个环

节。 在他看来， 比起成熟的电商平台， 这

些环节反而孕育着大量市场机会， 关键看

你能不能发现行业痛点， 用新技术提供更

好的解决方案。

从当初一人单独创业 ， 到现在超过

240 多名员工， 源慧科技已发展成为国内

快消品牌新零售的最大服务商， 每年数字

化案例超过 1000 个， 今年有望创下新高。

“一小时配送”满足居
民网购急需

今年以来， 京东到家、 叮咚买菜、 盒马

鲜生等的业务量同比翻了数倍， 一种新的电

商模式拓出了一条 “新赛道”。

深耕社会化即时配送、 商超即时零售业

务的上海本土互联网企业达达集团， 今年 6

月登陆纳斯达克市场， 成为中国赴美上市的

“即时配送第一股”。 成立于 2014 年的达达，

2015 年开始运营京东到家业务 ， 如今已覆

盖全国 2400 多个县区市 ， 日单量峰值约

1000 万单。

事实上， 即时配送并非简单的 “跑腿”

业务那么简单 。 为了最大程度地提高配送

效率 、 降低配送成本， 达达不仅为线下企

业提供物流团队， 还研发了一整套数据关系

系统。 在公司的大数据平台上， 通过智能订

单分发系统和运力供需调控系统的协同调

度， 骑手接单、 配送等流程的平均用时降低

了 20%， 平台整体的平均人效提升了 30%

以上。

疫情期间， 达达联动上海地区数千家门

店， 打造了一条超市商品、 生鲜、 医药等民

生必需品的 “供给线”， 一下子盘活了零售

商。 旗下京东到家平台联合沃尔玛、 永辉、

绿地优选等 50 余家连锁商超、 近 30 家生鲜

连锁及上千家菜市场 ， 上线 “到家新鲜菜

场”， 保障上海及全国生鲜物资供给， 培养

了一大批有黏性的高频优质用户。

AI 营销画出颗粒度
极细的用户画像

除了传统场景数字化， 在线新经济中的

另一片 “蓝海” 是提高用户触达转化率。

有着十余年品牌营销经验的品友互动，

去年将品牌升级为深演智能。 他们为京东打

造的数据管理平台打破了站内和站外的壁

垒。 据深演智能|品友联合创始人谢鹏透露，

公司开发了一套数字广告人群标签体系， 包

含 6000 多个指标， 能够画出颗粒度极细的

用户画像。

如今， 这套被互联网企业玩得风生水起

的 AI 营销逐渐蔓延到传统企业。 今年深演

智能 |品友收到的要求建立数字管理的企业

意向比较去年大幅增加， 需求主要集中于车

企、 快消和医药等行业。 在谢鹏看来， 这是

一个重要风向标， 意味着 “数据也是核心生

产要素” 的观念正深入人心。

不久前， 他们为某知名车企成功策划了

一场 “直抵用户” 的精准营销。 利用大数据

精准投放 ， 购买汽车的人群意向度提升了

2.3 倍、 人群留资率提高了 5 倍， 访客成本

则大幅下降。

■本报记者 沈湫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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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4 8293025 元

一等奖（追加） 1 6634420 元

二等奖 96 151985 元

二等奖（追加） 23 121588 元

三等奖 282 10000 元

四等奖 751 3000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721797951.79 元

排列 5 第 20293 期公告
中奖号码： 2 0 3 4 9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20293 期公告
中奖号码： 2 0 3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体彩公报

老字号再产出一个“大白兔”还要多久
“高颜值”、接地气，但离“出圈”还差一口气

咖啡搭配萌萌的猫咪头蛋糕、 “国潮

风” 伴手礼摆满整面墙、 简约清新的白色

店招采用颇具设计感的新 logo……最近亮

相南京路步行街东拓段的 “SANYANG

Coffee&Cake·陽” 体验店， 正是老字号三

阳南货拥抱年轻一代的最新尝试。 其中，

从包装到 logo 的不少 “减龄 ” 设计 ， 都

出自华东理工大学的学生之手。

今年， 沪上不少老字号企业主动联手

高校， 通过共建实践基地、 开展创新创业

项目、 举办文创大赛等， 希望借助年轻一

代的创意为老品牌注入新活力。

不少老字号想做下一个 “大白兔 ”，

却总是离 “出圈” 差一口气。 老字号紧缺

人才工作室负责人、 华东理工大学研究员

倪海郡认为： “‘大白兔’ 的成功很难复

制， 大多数老字号已初具创新意识， 但是

互联网时代的老字号品牌振兴， 包装吸睛

只是第一步 ， 还需要产品研发 、 运营思

路、 营销模式等全方位的创新。”

从颜值到营销， 年轻人
全程参与蜕变

今年， 三阳南货大胆采用一份本科生

的课程作业， 为其经典产品 “马蹄蛋糕”

从产品包装到营销策略定制了全新方案。

华东理工大学学生阮乔羽和同学们通过挖

掘 “上海最早的蛋糕” 故事， 制作图文并

茂的微信推文和 H5 ?游戏， 让这块 “宋

朝蛋糕” 的故事在 95 后中传播开来。

“最快、 最容易落地的就是产品包装

更新， 但提高 ‘颜值’ 只是第一步。” 倪

海郡说， 他开设的品牌创新课程就尝试带

着学生参与到老字号从店招到营销的改变

中。 华东理工大学的学生们还参与了三阳

南货特色首店的筹建与运营， 与企业方共

同讨论、制定、参与线上营销与线下运营。

“大白兔花了五六年的时间才培养和

积累了一批年轻创意人才。 现在不少老字

号企业的创新刚刚起步， 人才储备还远远

不够。” 倪海郡说。 不少老字号正通过校

企合作培养 “后备军”， 但是培养年轻的

创意人才需要时间。 东华大学学生屠天倚

和同学根据周虎臣的老虎形象， 将 “周虎

臣” 三个字大胆变形成老虎的形状， 设计

了全新 logo。 不过， 这个创意最终并未被

企业采纳。 通过交流， 屠天倚发现： “做

设计前， 需要设计师对品牌的调性和需求

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和调研， 包括对老字号

的文化和历史有相当的了解。”

“00 后的设计足够新潮 ， 给很多企

业提供了灵感， 但由于他们缺乏经验， 很

多创意对老字号来说未必合适。” 东华大

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团委书记葛子墨告

诉记者， 现在校企双方启动了更深入的合

作。 “未来， 不仅将有更多学生参与老字

号品牌的创新设计， 老字号的创新需求也

将被引入学校的专业课程， 为老字号提供

更多人才和创意支持。”

不只靠“联名”，老字号需
要更丰富的传播渠道

现在购买传统中式糕点蛋黄酥， 不少人

的首选是 “轩妈” 这个从朋友圈火起来的年

轻品牌， 而非上海沈大成、 杭州知味观等老

字号。 当下新媒体大行其道， 老字号的传播

渠道单一且薄弱， 无疑正在削弱品牌对年轻

一代的影响力。

早在五六年前， 大白兔就开启了联名跨

界的尝试。 品牌抓住了 “国潮热” 的契机，

与美加净联名推出唇膏， 与气味图书馆联名

推出 “中国味道” 香水等， 都成为市场上的

“爆款”， 品牌 IP 热度不减。

但借力 “联名 ” 并非长久之计 。 去年

底， 华东理工大学研究生蒋彤参与了大白兔

的首支年度 TVC （商业广告 ） 项目 ， 年轻

团队的创意让国潮风插画从二维平面变成梦

幻的三维特效 。 然而 ， 在不借助其他品牌

“外力” 的情况下， 老字号企业本身在打破

传统上仍然比较谨慎。

龙凤旗袍的非遗盘扣技艺也能变身胸针

和书签， 成为 “国潮风” 伴手礼。 龙凤旗袍

第五代非遗传承人吴雨婷坦言， 目前， 老品

牌的传播渠道比较单一， 眼下正尝试拓展文

创产品扩大影响力。 25 岁的她表示： “盘

扣这样的非遗技艺更需要年轻人入行， 希望

通过开发文创产品能让盘扣的艺术魅力传播

更广。” 上海大学温哥华电影学院执行院长

蒋为民则认为， 与互联网时代同生共存的老

字号企业更需要持续创新， 在产品思维、 传

播推广等方面打开思路， 甚至可以与更多新

兴的文化创意企业合作， 这将带来双赢。

■本报记者 储舒婷

■本报记者 徐晶卉

位于南京

路步行街东拓

段的三阳南货

全新体验店和

招牌糕点 “老

三样”。

均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