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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记者 何易

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到2025年，建

成不少于17.8万张养老床位，全市每千人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筑面积达50平

方米，社区老年助餐服务供应能力达25万

客/日左右……根据市政府日前批复同意

的《上海市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专项规划

（2022—2035年）》，本市在明确养老床位

建设数量同时，也明确了具体的实施路径。

譬如，针对中心城区挖潜床位，提出可与商

业、医疗等设施结合；在“五个新城”，提出

建设综合示范性养老服务设施。

《规划》作出明确布局：比如，中心城区

养老床位数占区域内户籍老年人口数的比

重为2.5%，浦东新区为3.1%，其他各区为

3.5%。指标的差异化，综合考量了各区老龄

人口和现有床位的基数。《规划》明确，根据

辖区高龄老人（80岁及以上）占比，床位结构将

向护理型床位、失能失智床位偏移，实现养老

床位功能提升。

作为全国城市第一个将社区养老刚性指

标写入法条，《上海市养老服务条例》明确：

“全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筑面积应当不低

于常住人口每千人四十平方米。”此次《规划》

在《条例》基础上继续对相关指标进行加码：

到2025年，一类、二类、三类区常住人口每千

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筑面积分别达

55平方米、50平方米、45平方米。

无论是床位功能提升，或是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优化完善，在“15分钟社区生活圈”提

供更专业的养老服务将成为发力点。在老龄

化比例达36.3%的上海，由养老“一张床”将

接驳撬动更多养老服务资源。

每千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筑面积将达50平方米

上海：2025年建成不少于17.8万张养老床位

本报讯 （记者张天弛）“八刷”高温
红警，申城今夏第7个40℃+诞生。根据

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的数据，本市昨天拉

响今年第8个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徐家汇

站最高气温飙升至40.6℃，这是今年第46

个高温日，也是第7个超过40℃的极端酷

热天气。

截至目前，申城今年7个极端酷热日，

按照天气炎热程度由高至低排列为：第一名

为7月13日的40.9℃，7月14日、8月11日和

8月19日以40.6℃并列第二，8月5日40.2℃

位列第五，最后两名为8月10日40.1℃和7月

10日40.0℃。

今天本市高温依然强势。据预测，全天

气温都在30℃以上，最高气温可达39℃至

40℃。受高空短波槽东移影响，午后将出现

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冷空气将在明天短暂影响申城。记者从

市气象局了解到，明天北方有冷空气活动，一

部分弱冷空气将渗透影响申城。因此，明天

本市将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雨水打压

下，最高气温将回落至36℃附近。不过，这

次降温稍纵即逝。下周四之前，副热带高压

控制下的高温炙烤模式仍是申城天气状况

的主流。

由此推测，到8月底，本市今年高温日预计

可达50天左右，将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高温总

日数亚军之年。

好消息是，两大降暑神器——冷空气和台

风，在下周五前后较为活跃。上海受其边缘影

响，云系增多，降水较为明显，气温也顺势下

跌，最高气温可回落至32℃附近。

26日起，最高气温将回落至32℃附近

40.6℃！申城今夏极端酷热天气已达7天

本报讯（记者单颖文）SPARK上海潮生活节直播间首
播、而意“第三空间”自行车首秀、得物艺术版画首展……

昨天，随着各类潮品潮秀潮展纷纷亮相，第三届上海“五

五购物节”重磅活动——2022上海潮生活节在北外滩来

福士启动。

虹口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是连续第三年主

办上海潮生活节，将围绕品牌潮能力、首发潮能力、乐夜潮

能力、数字潮能力4个主题板块，携手辖区内重点商业企业

和商圈主体开展多场潮流主题活动。本次活动通过联动线

上线下、加强消费品牌跨界合作，将进一步培育壮大新兴消

费模式，促进更多最新、最潮的消费品牌在上海集聚，加快

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在近一小时的2022上海潮生活节直播间首播中，零售

企业、家电品牌、外卖平台、商场等轮番上阵，跨界联动线上

线下资源推送大量优惠券包，还推出了不少顺应人们生活

方式改变研发的新品——采用顶置压缩机设计的松下冰

箱、在家就能烧烤的“聚嗨盘”等，为在家烹饪的“大厨”们提

供更“潮”选择。此外，一批全球新品将在活动期间于得物

App首发，来伊份“潮虹口出发”专题也将首次发布，做强

“首发经济”，做优“品牌经济”。

2022上海潮生活节之际，虹口区各大商场也布置新空

间、推出新首店，让消费者沉浸式感受“潮”氛围。在北外滩

来福士B2层来福小镇连廊及B3层下沉式空间，打造了一

个“不断电啤酒墙”24小时休憩场所，并在现场举行限定啤

酒杯礼品首发、品牌快闪等活动。英国百年玩具品牌“哈姆

雷斯”上海首店、“苦熊”上海主题首展等也于近日落地瑞虹

天地商圈。

据主办方介绍，2022上海潮生活节相关活动将持续至

9月底。

让更多最新最潮消费品牌在上海集聚，2022上海潮生活节启动

到北外滩沉浸式感受“潮”氛围

（上接第一版）就这样，几人从鼓捣原型机起

步，一点点攻克产业链空白点，如今已成功实

现控制器、雷达等核心零部件的国产替代，还

凭借过硬技术揭榜了国家级技术攻坚课题。

去年，快仓靠着国产仓储机器人的稳定性和

性价比，实现海外业务量翻番，成为“出海队

伍”中的佼佼者。

“离需求更近，也离制造更近”，快仓市场

部总监孙迪认为，正是一个个集聚效应凸显

的特色园区，让企业降低沟通成本、提高运营

效率。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内，快仓全球智能机

器人产业基地正抓紧施工，预计今年底、明年

初投用。建成后，从研发总部到制造工厂，快

仓的完整产业链都将留在这里。与其比邻而

居的，还有发那科等全球头部企业，有望擦出

更多火花。

推出更“解渴”政策

集聚效应之外，大家还有更高期待。目

前，一项领军企业培育计划在酝酿之中。进一

步发展壮大后，这些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

有望成为行业领军者，黏合产业链上下游，更

反哺自身业务持续发展。

此外，宝山区还从“专精特新”企业耗

资最多的研发投入环节入手，提供更“解

渴”的政策服务。数据显示，区内“专精特

新”企业去年全年研发投入占当年主营业务

收入约10.1%，几乎是普通企业研发投入的

2倍。据此，宝山区“助企纾困46条”明

确，对国家级、市级“专精特新”企业给予

最高10%的研发费用补贴，每家企业最高

100万元。目前，首批申请企业已通过审

核，预计拨款金额将达2000余万元。该项

政策属于全市首创，受到企业普遍欢迎。

“扶持资金要给，但如何给得到位、给

得精准？”王琳认为，这充分体现出政策制

定时是否体现“企业视角”。为了让处于不

同阶段的“专精特新”企业都能匹配到融

资渠道，“专精特新”专项贷和制造业中长

期贷款也相继推出。一方面，以信用背书

替代实物抵押；另一方面，拉长借款周

期，让企业安然度过起步之初漫长的“等

待期”。遍布全区的300多名企业服务专员

也将“一对一”指导企业，既回应解决个

性问题，也梳理整合共性问题，持续优化

政策“组合拳”。

国家级“小巨人”数量一年翻两番，宝山做对了什么

城市的迷人夜色中怎能少了一抹书

香！作为第三届“五五购物节”标杆活动

“2022上海夜生活节”组成部分，“阅读的

力量 · 回归日常”系列活动今天拉开帷

幕，其中深夜书店节将围绕“点亮一江一

河”主题，沪上30多家参展书店全线营

业至22:00，开展多领域、多渠道、多层

次、多样化的文化活动，为城市的夜色经

济注入书香活力，丰富市民夜间生活。

上海图书有限公司旗下上海古籍书

店、艺术书坊，上海外文书店，世纪朵云

旗下朵云书院 · 旗舰店、朵云书院 · 戏剧

店、思南书局，建投书局 · 上海浦江店，

上生 · 新所茑屋书店，上海新华传媒连锁

有限公司旗下上海书城长宁店、1925书

局、新华书店日月光店、上海书城东方路

店，新华文创 · 光的空间等30多家书店

纷纷推出各类图书打折促销。

其中，位于福州路的老牌书店上海古

籍书店、艺术书坊全天推出全场新书、文创

55折起优惠；上海旧书店全场85折；艺

术书坊18时至22时推出艺术咖啡夜场

自制饮品7折。上海外文书店19时起举

办“点亮 · 66狂欢”惠民促销、“点亮 ·海派

夜读——我喜欢上海的理由”主题书展、

“耀你好看”读者主题互动、“点亮 ·欢乐体

验”益智小课堂亲子活动、“点亮 ·小主播上

线”线上直播等。上海书城长宁店、新华书

店日月光店、上海书城东方路店联合人民

邮电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新世界出版

社、中译出版社推出优惠活动等。

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也如约而至。思

南书局持续至第三年的“深夜书桌”相当抢

手，从晚七点到十点，一个专属座位、一杯

饮料、一份甜点，让人在阅读中伴随不眠城

市陷入沉思。1925书局举办“旧时模样 ·寻

找老上海咖啡馆”、评弹中的江南文化红色

党课——“何以江南-评弹亲子夏令营”等。

茑屋书店推出夜游书集，带来多款图

书杂志、杂货、工艺品及限定周边，以艺

术小画廊的展陈形式展现“美育”理念，

希望令艺术亲近日常生活；读者 · 外滩旗

舰店启动“人生一‘串’，品味人间烟

火”，以上海城市生活、烟火日常为主

题，筛选一批相关图书作为专题展陈；读

者 · 壹琳文化空间推出“我们的书房”计

划，邀请25组家庭参与书房陈列布置和

书籍销售，打造北上海“最美读者书房”。

在朵云书院 · 旗舰店，复旦大学教

授、书评人马凌将和 《三联生活周刊》 主笔

贝小戎对话 《巴黎评论》。最新引进出版的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系列第七辑收录了莫拉

维亚、布罗茨基、朱利安 · 巴恩斯等16位现

当代作家长篇访谈。上海香港三联书店“夜

读 · 淮海路——夏夜读书会”上，沈嘉禄、

马尚龙、邢建榕、管继平、黄沂海、杨柏伟

等嘉宾与读者面对面交流。在读书与分享之

外，这一晚还有丰富的文艺策划，比如朵云

书院 · 旗舰店“浦江璀璨 画出绚烂”手作活

动、朵云书院 · 戏剧店“摩登夜上海复古舞

会”、建投书局 · 上海浦江店露营季主题系列

活动之“快闪放映夜”、二酉书店“花卷公

社”即兴喜剧露天场和“咯吱喜剧”脱口秀

等。新华文创 · 光的空间“光的空间最受

‘翻’迎图书展”自20时开始，读者任意消费

可获赠“囊萤夜读”夜光手环。建投书局 ·

上海浦江店推出夏夜“野”趣——书店放映

夜，露营椅、沙滩椅、帐篷、绿植等道具营

造“露营风”场景氛围，19时起放映的纪录

片《啤酒如何拯救世界》，让读者享受微醺惬

意的电影之夜。

据悉，2022上海夜生活节之“阅读的力量 ·

回归日常”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指导，上海市

书刊发行行业协会组织，将持续至9月12日。

“阅读的力量 ·回归日常”系列活动今启动

深夜书店节：30多家特色书店“阅夜阅精彩”

本报讯 （记者唐玮婕）记者昨天从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了解到，截至7

月末，沪上中资金融机构累计投放支持

企业纾困和复工复产信贷突破1万亿

元，为上海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贡献

了金融力量。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的初步统计

显示，3月初至7月末，辖内中资银行累

计向2200多家抗疫保供企业发放贷款

1000多亿元，80%以上为信用贷款；向

餐饮、零售、旅游、运输、民航等受疫情

影响的困难行业投放贷款2700多亿元，

惠及企业3万余家。

其中，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分行持续

加大对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金融支持。

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设立1500亿

元专项信贷额度，工农中建四大行上海

市分行各推出1000亿元专项信贷规模，

兴业银行上海分行设立500亿元专项信

贷额度，支持企业纾困和复工复产。上海

银行设立1000亿元防疫抗疫及复工复

产专项投融资额度，上海农商银行推出

“助力中小微企业战疫融资直通车”服

务，专设线上绿色通道及时对接。

在金融系统共同努力下，截至7月

末，辖内中资金融机构累计投放支持企

业纾困和复工复产信贷突破1万亿元；

为各类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办理延期还本

付息超1900亿元，惠及各类市场主体近

6万户，其中99%以上是中小微企业。

上海金融系统聚焦上海制造业“3+

6”产业体系布局，持续加大支持力度，

加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融资对接，助

力上海制造新动能培育。截至7月末，

上海辖内制造业人民币贷款同比增长

32.1%，高于全市人民币各项贷款增速

20.9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信用贷款同

比增长42.1%，高于全市人民币各项贷

款增速30.9个百分点。7月末，上海主要

中资银行科技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

加1500多亿元，增长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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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口岸是全国最大的集装箱危险品进出口通道，进出口

量约占全国的50%。今年头7个月，上海海关累计监管进口危险

品5.3万票，查发逃漏检、申报不实等进出口危险品移交立案

107起，涉案危险品重达3025吨。

上海海关以大数据信息化手段为核心，构建智慧协同监管

机制，筑牢国门安全防线。上海海关风控分局分析科科长王智介

绍，截至7月底，上海海关通过风险分析布控查验706票，查获

128票伪瞒报进出口危险品，布控查获率达18.1%。

为加大对危险品伪瞒报行为的打击力度，上海海关主动对

接上海海事局等口岸单位，推进危险品监管合作，依托跨境贸易

大数据平台探索实现“数据共享、模型共建、结果共用”，通过大

数据交叉比对验证判断“涉危不报、高危低报、多危少报”等风

险。目前已合作完成危化品伪瞒报风险防控、出口危险品包装逃

漏证2个模型并投入实战运用。

7月，危化品伪瞒报风险防控模型对一起存在伪瞒报风险

的进口货物发出预警提示。该批货物是上海某公司通过洋山口

岸进口的丙烯酸胶黏剂，上海海关风控分局通过风险分析发现，

该批货物向海事部门申报为“易燃液体”，但并未按危化品管理

要求在海关申报。上海海关立即开展数据校验甄别违规线索，确

认企业涉嫌瞒报后，将案件移交给缉私部门处理。在证据面前，

企业承认了瞒报危化品的违法行为。目前该案已完成行政立案

处理，涉及货值约12万元。

4月，上海海关风控分局通过大数据分析对比，发现安徽

某化工企业进口一批危化品时存在逃漏检风险，但企业不在

上海，实际调查存在取证困难问题。上海海关立即将线索移交

合肥海关，属地海关顺藤摸瓜开展调查，收获颇丰。不仅查实

了该批进口危化品的逃漏检情节，还一并查发了该企业其他

进出口危化品也存在逃漏检情况，总计涉案货值超4200万元。

据统计，目前有超过6600家各类经营单位在上海口岸申

报进口危化品，其中约八成收货人是长三角企业。上海海关运

用长三角一体化风险防控机制，推进属地与口岸联动核查危

化品伪瞒报风险。今年以来，上海海关协调南京、杭州、合肥三

地海关，通过联防联控查发危化品出口逃漏检行政立案28起。

上海海关风险防控分局副局长沈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树

牢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托跨境贸易大数据平台，不断强化危险品

伪瞒报、逃漏检打击力度，切实加强危险品风险防控，筑牢国门

安全防线。”

今年头7个月上海海关查获
违规进出口危险品3025吨

大数据赋能，
筑牢国门进出口安全防线

根据全国公安机关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部署，在

公安部第一督察组的实地指导下，昨日上午，上海警方集中销毁

了一批收缴的仿真枪、管制刀具。今年以来，上海持续严厉打击

整治枪爆违法犯罪活动，收缴仿真枪500余支、管制刀具1500余

把，对12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影报道

上海警方集中销毁一批仿真枪管制刀具

随着各类潮品潮秀潮展纷纷亮相，2022上海潮生活节在北外滩来福士启动。 本报记者 周俊超摄

■截至7月末，辖内中资
金融机构累计投放支持企业
纾困和复工复产信贷突破1万
亿元；为各类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办理延期还本付息超1900
亿元，惠及各类市场主体近6
万户，其中99%以上是中小
微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