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济大学上海新城建设研究中心成立

整合多学科力量、联合多方资源，助力“五个新城”建设

本报讯 （记者樊丽萍 ） 助力上海

“五个新城” 建设， 同济大学上海新城

建设研究中心昨天揭牌成立 。 同日 ，

“上海新城建设论坛———面向未来的人

民城市” 在同济举行。

据悉 ， 全新成立的同济大学上海

新城建设研究中心将整合多学科力量，

联合国际国内多方资源 ，围绕 “新城发

展理论、 新城规划设计、大数据与智能

新城” 三个方向， 重点聚焦上海 “五个

新城” 建设的新思想 、 新理念 、 新动

力 、 新架构 、 新技术开展研究 ， 努力

建设成为支撑上海新城建设的重要研

究平台。

在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郑时龄、段

进、常青、吴志强、吕西林、徐祖信、李晓

江、周俭等院士、专家、学者 20 ?人受聘

担任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专家， 郑时龄

院士担任指导委员会主任。

上海市副市长汤志平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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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何易）随着将于 5 月21 日开幕的第十届中

国花博会的临近，昨天，由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与崇明区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1年“发现更多·体验更多———四季上海主

题游活动”正式启动。 申城六大文旅企业精心推出车游花博、骑

游花博、船游花博、花博与民俗文化等 12 项“爆款”春季旅行产

品，让市民游客畅游花博会的同时，还能体验江南文化特色。

自 5 月 22 日起，锦江旅游将开通“花博会直通车”，每天

发班，上车点辐射黄浦、杨浦、徐汇、浦东等多个区域，市民可

以就近乘车出行。 直通车套餐价为平时 158 元，指定日（即周

末及端午节当天）188 元，包含往返交通、花博会门票以及价

值 99 元的花博会特许商品“花博棒球帽”。

环崇明 100km 骑游产品是花博会的“另类玩法”，春秋旅

游旨在用一场特别的百公里花博会骑游活动， 带领大家赏花

踏青发现崇明之美，环岛骑行共庆花博盛会。

除车游、骑游外，市民游客还能船游花博。久事旅游的“崇

明新生态，浦江老情怀”水上崇明一日游产品，让市民游客可

以从黄浦江畔登船，赏浦江美景，品上海小吃，观花博胜景，看

崇明新貌。携程集团带来的是花博与民俗文化的组合产品。市

民游客不仅可以畅游花博， 还可前往江南三民文化村， 通过

衣、食、住、行、艺、玩、商等七大主题，体验江南地区传统的民

间、民俗、民族文化。

各文旅企业还推出了特色购物主题产品。 驴妈妈将继续

深耕直播带货领域，在春季推出“轻奢 in 姿态，精致嗨五一驴

妈妈联合新世界大丸百货大直播”，针对周边游、本地游、亲子

游，以及大丸百货中的潮品轻奢品牌，向市民游客阐释日常生

活美学和旅行中的美学。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方世忠介绍，“十四五”期间，上

海重点打造上海旅游节、上海旅游产业博览会、四季上海发布

会等三大活动。 其中，上海旅游节促进消费，旅游产业博览会

拉动投资。四季上海发布会则是推广平台，结合全年信息发布

和每季主打产品，衔接文旅新消费和高品质服务等，让市民游

客发现更多、体验更多。

2021年崇明海棠文化旅游节开幕
本报讯 （记者付鑫鑫） “海棠似

锦迎花博， 初心如磐庆华诞” ———2021

年崇明海棠文化旅游节暨三星镇 “五美

社区” 节日前在海棠苑开幕。

近年来， 三星镇以农村产业发展助

推乡村振兴，聚焦“一花一草一湖”产业，

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 “海棠小镇”三星

镇以“一朵花”为产业重点，扶持促进文

化、旅游、花卉等产业融合大发展。 在此

基础上，依托花博会的溢出效应，布局民

宿产业，提升产业要素效能，促进产业融

合发展。今年 5 月起，海棠文化节将陆续

开展乡村振兴论坛、上海旗袍邀请赛、插

秧节、海棠诗书画展、苦草采摘节暨乡厨

厨艺大赛等 9 个系列活动， 提升海棠文

化内涵，打造更具人文气息的文化强镇。

■本报记者 占 悦

■本报记者 樊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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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正在发力建设的“五个新城”
是对面向未来的“人民城市”的求解
“五个新城”建设要起好势开好局，迫切需要来自学术界的智力支持。专家呼吁：

整合多方力量搭建开放合作平台，打通政产学研用各环节断点

随着一份份规划蓝图陆续公布，

上海“五个新城”建设正在不断发力。

新城建设， 点燃人们对上海未来

发展的无限遐想， 也给政产学研等带

来 一 系 列 需 要 迫 切 求 解 的 新 问

题———新城之 “新 ”，究竟 “新 ”在何

处？ “五个新城”建设，各自面临的挑

战是什么，如何应对？ 放眼未来，作为

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为上海发展

构筑新的战略支点，“五个新城” 各自

承担的角色是什么？又该如何“和而不

同，各美其美”？

昨天， 随着同济大学上海新城建

设研究中心揭牌成立，“上海新城建设

论坛———面向未来的人民城市”开讲。

包括两院院士、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

师在内的 20 多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

“五个新城”、 职能部门相关负责人等

齐聚一堂。

在这场 “全程高燃” 的头脑风暴

中，有两个相互映衬的话题，让人印象

尤其深刻：一是新城要足够“新”，一些

代表未来城市发展方向的全新应用场

景，要率先在新城落地、试水；二是新

城要处理好 “新旧关系”，“五个新城”

并非在一张白纸上开建，用好“老城”

的人文底蕴， 必定会让新城建设大放光

彩。

“新”就是挑战，没有
任何现成模板可循

按照上海已经公布的相关规划方

案， 要把嘉定、 青浦、 松江、 奉贤、 南

汇 “五个新城” 打造成独立的综合性节

点城市。 专家们认为， “独立” “综合

性” “节点” 三个关键词， 已为新城建

设 “定调”， 但在建设过程中如何落地，

新理念、 新定位都意味着新挑战。

“没有任何一个现成城市的建设

模板 ， 可以复制到上海 ‘五个新城 ’

建设中 。 新城建设 ， 没有惯例可循 。”

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 、 同济大学教授

伍江言简意赅。

“‘五个新城’， 每一个都要建成真

正的城市。” 伍江认为， 这不仅意味着

各个新城在产业上要有明确的功能定

位， 从城市规划建设伊始， 就要将完备

的服务配套设施纳入其中。 “简言之，

我们要建的不是比拼经济实力的工业园

区， 而是大家愿意留下来、 住下来， 出

门可散步， 购物很方便， 有地方吃饭、

聊天、 谈恋爱的宜业宜居城市。”

在专业领域上 ， 这些 “大白话 ”，

直接指向的是城市规划设计的 “尺度”。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中国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颇有感触地

说， 过去几十年， 我们不少地方的大城

市， 尤其是 “新城”， 在一路建设中遗

留下了一些思维定势。 “可以肯定， 未

来的新城肯定不是比高度。” 李晓江直

言， 在一些地方， 有的新城开建二三十

年后并没有实现当初的期待。 “个中原

因是什么？ 有哪些经验甚至教训可以总

结？ 这些都要拿来研究、 剖析， 为上海

‘五个新城’ 的建设提供思考。”

引领高品质生活，新
城建设规划要有预见性和
弹性

体现“未来城市”理念，引领高品质

生活。 从目前部分新城公布的规划内容

看，很多项目值得期待，“未来感十足”。

“未来的城市场景是怎样的？ 对标

国际国内， 有哪些场景可以率先在新城

先试先行？ 如何更好把握未来的科技发

展和城市演进方向， 并在当前的新城建

设中有布局、 有落地？ 这是我们必须应

对的挑战。” 嘉定区委书记陆方舟认为，

包括智慧城市、 低碳城市在内， 这些关

于未来城市的理念要真正落地， 都需要

对城市发展的脉络 、 内涵进行系统梳

理。 比如， 科技赋能城市后， 给人们的

生产、 生活环境带来哪些改变？ 给人们

生活方式带来哪些改变？ 显然， 这些都

亟需学界提供智力支撑和决策咨询。

从地理意义上说， 每个城市都有边

界。而谈及新城之“新”，奉贤区委书记庄

木弟在论坛上分享了自己的见解： 步入

数字化时代， 数字在哪里， 中心就在哪

里，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城建设要把“无

边界”纳入思考，并将其作为一个重要基

础，它是物质基础又是思想基础。

新城建设，必须有新的创造、新的动

力。松江区委书记程向民说，城市发展自

有规律，纵观世界城市群的发展，包括一

些城市的兴衰，不少功能单一的城市（如

旅游城市） 或单一产业城市都很难经得

起周期性调整。“要让不竭的科技创新驱

动体系产业发展，拥有具有全球影响力、

竞争力的产业体系， 这样才能支撑一个

城市的长远发展。 ”

新城建设要出“新”，必然离不开技

术创新。 “技术永远只是一个工具。 以新

发展理念来衡量， 有些新技术究竟是否

适用于新城，需要综合考虑。 ”上海市城

市规划行业协会会长、 同济大学教授杨

东援说。

从事交通规划设计多年 ， 杨东援直

言， 要精准预测未来， 有时很难。 因此，

新城建设的规划设计要保持足够的弹性以

适应未来的变化。 “启动新城建设时， 我

们不仅要规划可以建设什么， 还要规划可

能有哪些战略性的资源， 特别是战略性的

通道资源是要加以限制的， 为更长远的发

展留下空间。”

全新的研究范式：学科
前沿与实践需求双轮驱动

“五个新城” 建设， 绝不是 “千城一

面”。 在具体建设过程中， 新城有共同面

临的难题 ， 也需要基于个体体质的精准

“搭脉”。 在此次论坛上， 多位与会专家指

出， 不走寻常路的 “五个新城” 建设， 迫

切需要学术界掀起一场破圈、 合围的智力

支撑， 在学科整合、 研究范式上都要有所

创新。

同济大学上海新城建设研究中心主

任、 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彭震伟介绍， 此

次新成立的研究中心绝非传统意义上的智

库 ， 除了为新城建设提供决策咨询的预

判， 还将提供规划设计的技术支撑、 建设

运营管理的推演服务等。

结合新城建设， 彭震伟说， 研究

中心将重点聚焦三大方向开展研究。

在新城发展理论上 ， 将全面总结国

内外新城发展经验 ， 探索上海新城

发展模式和发展理论 。 在新城规划

设计方面 ， 将围绕超大城市布局优

化 、 新城空间布局模式 、 绿色宜居

环境 、 健康城市 、 城乡融合发展 、

海派风貌特色、 新城建设标准、 全周

期规划管理模式等开展规划研究和应

用示范。 另外， 依托同济大学建设的

上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建设

为支撑 ， 该研究中心将推动大数据

与智能科技同新城建设的融合创新，

研究上海新城数字化转型的目标 、

策略和路径 ， 研究智能规划 、 智能

科技应用场景及赋能新城发展的技

术实现路径。

据悉， 该研究中心将探索学科前

沿与实践需求双轮驱动 ， 政府 、 企

业、 高校共同参与的协同创新模式，

打通政产学研用各环节断点 。 记者

还了解到 ， 同济大学还将成立上海

新城建设研究基金 ， 首期自筹 1000

万元， 主要用于新城调研、 新城数据

库建设、 设立开放课题、 组织专家咨

询等， 整合多方力量， 搭建开放合作

平台。

新城建设如何出“新”
■专家认为，新城要

足够“新”，一些代表
未来城市发展方向的
全新应用场景，要率
先在新城落地、试水；
新城要处理好“新旧
关系”，“五个新城”并非
在一张白纸上开建，用
好“老城”的人文底蕴，
必定会让新城建设大放
光彩

“小球转动大球”，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
上海系列纪念活动在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博物馆和中国乒乓球博物馆开幕

上海纪念中美 “乒乓外交”50

周年系列活动昨天在国际乒乓球联

合会博物馆和中国乒乓球博物馆开

幕， 中美乒乓球爱好者联手献上友

谊赛。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和美

国原乒协主席谢·克罗斯兰发来视

频致辞。

中美“乒乓外交”被誉为“小球

转动大球”，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971年 4月 10日，以美国乒乓球协

会主席格雷厄姆·斯廷霍文为团长，

包括 7名运动员在内的 15人代表团

抵达中国， 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

由此拉开中美“乒乓外交”的序幕。

“同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各国

人民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

我们不变的向往。 中方愿同美方秉

持尊重、 友好、 共赢的乒乓竞技精

神， 在互利合作与良性竞争中相互

促进、彼此成就。 ”崔天凯在视频致

辞中说。

两张照片格外显眼，
让人忆及 50年前历史

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博物馆和中

国乒乓球博物馆展厅展板上，有两

张照片格外引人瞩目：一张是中国

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与美国乒乓球

运动员格伦·科恩在专车前握手的

场景，另一张则是两人面向镜头互

赠礼物。

照片的背后， 是那个被反复提

及的故事。 1971 年 4 月 4 日，在日

本名古屋举办的第 31 届世界乒乓

球锦标赛上， 科恩无意间坐上了中

国乒乓球队的训练大巴， 庄则栋主

动上前与其交谈并赠送礼物。翌日，

科恩回赠庄则栋礼物。 中美乒乓球

队运动员友好交流的新闻， 迅速占

据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 1971 年

4 月 10 日至 17 日， 应中国乒乓球

代表团的邀请，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

访问中国， 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

好往来的大门。

走进主题展， 映入眼帘的是专门为系

列活动设计的标识“50”———轮廓均为乒乓

球及球拍样式。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在北京

游览长城、 中美乒乓球友谊赛……中美

“乒乓外交” 的故事以图片形式呈现在观

众面前。庄则栋签名的球拍，也出现在展

厅里。

今年 1 月， 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

会开启了搜寻有关中美“乒乓外交”珍贵

影像和藏品的工作。 工作组先后邀请和

组织亲历者、见证者、知名专家学者及各

方友好人士出席研讨会， 最终选择 140

?幅档案照片 、60 ?件藏品以及 80 多

分钟视频素材进行展陈。

友好情谊值得珍惜纪念

“我的运动生涯几乎是围绕着传承

‘乒乓外交’精神而展开。 ”回忆起“乒乓外

交”，克罗斯兰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她在视

频致辞里讲到，当时她在乒乓球俱乐部看到

许多队员身穿印有中美两国国旗的运动服，

有些还写上“乒乓之力”。 随后，她了解到了

“乒乓外交”，并下定决心“我要打乒乓球”。

不止是克罗斯兰， 许多受到那段历史

影响的人们选择拿起球拍， 成为乒乓球爱

好者。昨天举行的中美乒乓球友谊赛上，13

位美方运动员和 13 位中方运动员组成 4

个中美混合队，分别用“快乐乒乓”“乒乓朋

友”“美女与帅哥队”“飞虎队”作为队名，展

开趣味较量。

比起输赢， 友谊赛上的互动更令人印

象深刻。 00 后中方队员黄志琪与搭档上海

长宁国际学校教师安德鲁·毕森尼特在每

一回合后，都会碰一碰对方的球拍。这一动

作来自于毕森尼特的设计， 他想以这样特

别的“击掌”给彼此鼓励。

对于参加友谊赛的美国选手来

说，他们已很久没有拿起过球拍，中国

搭档便成了“临时教练”。 毕森尼特从

黄志琪那里“偷师”了不少击球技巧，

并直言“球技在短短几天飞速提升”。毕

竟，增进感情与交流才是友谊赛的最终

目的。毕森尼特表示：“这场友谊赛展现

了情谊，我没有经历过 50年前的‘乒乓

外交’，但我很荣幸成为 50年后的见证

者。 ”对于年仅 21岁的黄志琪来说，以

前只是从书本上了解到“乒乓外交”，如

今对此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或许正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

会副会长姜江所言，50 年前中美乒乓

球赛的比分可能已被人们淡忘，但因

比赛而形成的友好情谊却值得珍惜

和纪念。

昨天，四季上海主题游活动正式启动。 本报记者 何易摄

昨天， 中美乒乓球爱好者进行了

乒乓球友谊赛。 均本报记者 陈龙摄
制图： 冯晓瑜

穿越咖啡的馥郁醇香 描摹一座人文之城最动人的姿态
（上接第一版）

解密咖啡地图，看见
上海经济发展的“硬实力”

戴德梁行曾发布过一个 “星巴克指

标”， 认为星巴克门店数量越多的区域，

商业与经济活跃程度越高。 如果将上海

正在营业的咖啡馆浓缩在一张城市地图

上， 这张 “热力图” 与上海的经济脉搏

也正相呼应。

上海咖啡馆密度最高的两条街道在

哪里？ 淮海中路和南京西路。 它们分别

包揽了 49 家和 41 家咖啡馆， 同样也是

上海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带。 以上海高端

消费汇聚地南京西路商街为例， 鳞次栉

比的 “楼宇经济”， 有咖啡的密度， 更

有经济的浓度 ， 这里的 “亿元楼 ” 在

2019 年末就已逼近 70 栋， 包括恒隆广

场在内的 “月双亿楼” 已达 4 栋。

上海咖啡馆密度最高的前十名街道

中， 文汇路和大学路榜上有名， 也是仅

有的咖啡馆核心集聚区以外的地方。 这

两条路在哪儿？ 在松江大学城及杨浦高

校集聚群内， 那里也是上海创新创业的

高地。 解读咖啡地图， 可以看见城市的

内生活力在 “后浪” 中潮起。

清晨里， 一杯咖啡为城市注入满满

经济活力； 星光下， 咖啡香气也能见到

这座城市的拼搏。 美团骑手朱颜军在张

江送外卖已有四个年头， 对这一带如数

家珍， 每当夕阳西下， 张江的咖啡消费

从到店点单变成以外卖为主———傍晚 6

点， 百度、 盛趣游戏等公司的外卖架变

得拥挤， 咖啡与晚餐的组合是很多工程

师的 “硬需求”； 夜晚 9 时， 若是有数

十杯的咖啡外卖 “抱团”， 那必定是某

个项目到了攻关的关键期。 一杯杯深夜

的咖啡， 陪伴着创业者们将创新落地，

更见证了张江硬核产业的崛起。

咖啡香飘万里，蕴含
城市文化最动人姿态

历史可触摸， 文化可品尝。

当上海拥有全球最多的咖啡馆， 也

凝成了与城市共生的咖啡文化。 上海的

咖啡之所以香飘万里， 也正是因为它已

渐渐成为生活方式的缩影、 海派文化的

载体、 精神文化的符号。

国家一级编剧王丽萍每天要喝上两

杯咖啡， 也经常会约三五好友在咖啡馆

里小憩。 几天前她受邀参加 “我眼中的

长宁和咖啡文化” 主题访谈， 聊着聊着

忽然发现， 咖啡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部

分。 她认识的很多作家、 编剧都喜欢在

咖啡馆里写作， 仿佛那里有一种特有的

创作氛围， 透过咖啡馆这一方天地可见

到人间百态。

咖啡是一杯饮品， 而喝咖啡的人、

喝咖啡时的人文交流、 思维碰撞， 更蕴

含城市文化最动人的姿态， 释放 “上海

文化” 的独特韵味。 4 月初， 在大学路

的咖啡店里 ， 不少人偶遇了一场环境

戏剧 《意浓马提尼》， 咖啡店就是特殊

的剧场 ， 演员和观众触手可及 ， 品咖

啡的人是 “看戏者”， 也是 “戏中人”。

很快 ， 咖啡戏剧节将进入密集活动阶

段， 《情迷爱尔兰咖啡》 《偶遇》 等一

批原创咖啡戏剧将走进咖啡馆， 沉浸式

“入戏”。

事实上， 具有独特海派文化印记的

咖啡馆 ， 如今正是连接文化 、 传递文

化的重要场所 。 思南公馆的思南文学

之家这两天 “换装 ” 了 ， 变成一间快

闪咖啡馆 ， 在氤氲的咖啡香气里 ， 侧

耳团队的主理人将在音乐中诵读经典

文学作品 。 清单里 ， 无论是海明威的

《流动的盛宴》、 沃尔科特的 《甜美生活

咖啡馆》， 还是孙甘露的 《上海流水》、

陈丹燕的 《上海的风花雪月》， 都镌刻

着海派文化的印记，“随风潜入夜，润物

细无声”。

迈入 “十四五” 开局之年， 此时此

刻的上海正踏上新征程、 展现新气象，

徐徐铺开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

的画卷。 首届上海咖啡文化周落幕， 但

咖啡文化所涵养、 承载的东西交融、 人

文荟萃等意涵， 将与上海的城市品格相

融相通， 照见城市最动人的闪光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