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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的优

秀党员，上海市原副市长、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首任董事长

庄晓天同志遗体告别仪式，昨

天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

庄晓天同志因病医治无

效，于2023年3月26日18时

54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

享年91岁。

庄晓天同志逝世后，中央

领导同志、其他有关方面领导

同志以各种方式表示关心、慰

问和深切哀悼。

昨天上午，龙华殡仪馆内

气氛庄重肃穆，庄晓天同志的

遗体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安卧在鲜花丛中。9时20分

许，市领导陈吉宁、龚正、董云

虎、胡文容、张为等向庄晓天

同志遗体三鞠躬，作最后送

别。部分老同志，市有关部门

和单位负责同志，庄晓天同志

亲属、同事、生前友好也前往

送别。

庄晓天同志逝世后，送花

圈或发唁电的还有中共中央

组织部等。

庄晓天同志，原名庄孝

天，1932年9月生，浙江宁波

人，195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50年6月参加工作。

庄晓天同志是上海改革

开放的亲历者、实践者。在市

政府工作期间分管商业、农

业、财贸、金融和区县工作等，

参与设计了上海商业系统从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

改革路径； ▼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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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去市场上走一遭，你会发现今年申

城青团市场竞争格外激烈，除了豆沙、咸蛋

黄、肉松等传统馅料，还能找到与菜品融合

的龙井虾仁、肥汁米线、鲍鱼陈皮猪肉等口

味的新潮青团，以及跨界合作的三眼仔青

团、青稞奶茶青团，每家老字号品牌和新零

售电商的创意都不同，选择多达上百种，堪

称“百团大战”。

这些年，传统清明时令食品——青团，不

断创新口味、创新场景，以高流量、高人气成

就“舌尖上的春天”，也闯出了消费新场景。

创造新口味，创新是青团“进
化”的动力

一大早，上海德兴馆中华路店门口就排

起长队，很多消费者都为现制现售的时令青

团而来。摆放在外卖档口醒目位置的“时鲜

货”品类多样，杨小姐挑花了眼，原本只想买

10个传统豆沙青团，最后增加了5只黑松露

菜肉青团、5只鲍鱼陈皮猪肉青团，拎了满满

一袋，“买了趟青团，花了200元”。

创新，是小小青团“进化”的动力。德兴

馆中华路店去年11月以全新形象回归，门店

厨师长王翔坦言，对当季青团的创新研发从

那时便已开始。这一中华老字号以家常本帮

菜肴闻名，很重要的一条创新思路是与菜品

结合，将“一技之长”发挥到极致。他以新品

黑松露菜肉青团举例：“我们用店内自制的黑

松露酱与时令的荠菜肉馅混合均匀，这样做

出来的青团能取两者的长处，而且不容易被

别家复制。”

记者近日走访发现，时令青团的创新大

约可以分为几派，除了与菜品结合的路线，

“跨界混搭”也是一种选择。今年杏花楼与阿

华田首次联手，推出可可红豆团和抹茶绿豆

团两款联名款团子。杏花楼副总经理智静的

创新思路是“破圈”，希望让青团更多元，让年

轻人爱上时令商品。

别小看这种“跨界混搭”，其难度系数并

不低。盒马今年与迪士尼共推新品三眼仔青

团，盒马工坊华东区域负责人张千坦言，联名

创新“就像是一道命题作文”，团队试验了不

下几十种方案，“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点，让消

费者看到青团的一刹那，就能产生共鸣，而不

只是简单的联名”。

“从无到有”的原创口味，创新思路则百

花齐放，板栗、青稞……仿佛“万物都可入

青团”。这里面也有讲究，记者观察到，地

方特色产品与青团的结合，往往可收获相

互“破圈”的效果。今年，盒马与敦煌博物

馆联名推出了一款“奇遇青团”，其中以青稞

与咸奶茶为馅的青团，就是“全国首创”。盒

马自有品牌采购张进军告诉记者，这一新品

的研发历时3个月，是个创意活，更是个技术

活，“青稞本身口感粗粝、微苦，我们在研发

过程中，将其与西藏人常喝的咸奶茶相组

合，通过微磨粉技术和喷雾干燥技术，让青

稞以新的形态与青团的糯米相融合，成功把

青团带到了全国”。

“破圈”新场景，从时令点心
走向日常糕团

“百团大战”中，一个业界的共识是：青团

已不再是特定区域的时令点心，它正变得越

来越日常化。

祝莹莹很明显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作

为普通的办公室白领，她发现青团在下午茶

中的“身影”变得频繁。“过去一周，下午茶吃

了两次青团，都来自部门同事的馈赠。”她告

诉记者，一次是蔡长青和溜溜梅联名的“一口

青梅青团”，还有一次是“绿兔红枣青团”，“很

迷你，好看也好吃”。 ▼ 下转第三版

老字号品牌和新零售电商创意迭出，上百种选择带动高流量高人气

创新消费场景，小青团吃出申城“百味春天”

■本报记者 徐晶卉

高标准，新理念——疏解北京非首都
功能，筑造标杆之城

高水平，新家园——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建造宜居之城

高质量，新机制——坚持改革开放，
打造创新之城

未来之城 阔步走来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六周年述评
■ 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
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
事。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
推动，倾注了大量心血，为雄安新区规划建设
领航指路、把脉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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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内，

住房公积金能用来支付异地房租；沪苏浙皖

三省一市新生儿入户，可以在受理地直接打

印《居民户口簿》，3个工作日内就能拿到

手；首次申领身份证，不用回老家在异地就

能办……这些都是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

办”新推出的高频跨省应用，也是三省一市着

力打造的一个个示范性应用场景。

随着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工作迈

入第四个年头，如今在长三角办事不用来回

跑，靠数据“无感漫游”就能坐享“同城服

务”。截至目前，长三角“一网通办”服务上线

148项，累计全程网办超过642.63万件，实现

37类高频电子证照共享互认，电子亮证超过

1430.19万次，长三角数据共享交换累计达

8.02亿条。

“码”上实现异地就医

不久前，家住浙江嘉善、来上海出差的杨

女士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就

医，匆忙中，她发现自己忘了带医保卡。这

时，医院收费服务窗口提醒她，可以使用已申

领的医保电子凭证进行异地门诊就医。于

是，杨女士顺利地用医保电子凭证挂上了呼

吸科的号，而且诊断完毕后，医生告诉她不必

去窗口排队缴费了，只需扫一扫诊室桌上的

医保电子凭证二维码，手机支付后就能凭单

据取药。“从挂号、诊疗到取药，看病过程十分

顺畅，前后只花了十几分钟。”杨女士说。

越来越多居民正在像杨女士一样，享受到

了就医“同城”的便利待遇。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长三角区域已开通15775家异地门诊定点

医疗联网机构，异地就医备案总量约1614.59

万人次，异地就医住院结算量达340.26万人

次，涉及费用933.79亿元，异地门诊结算量约

1521.64万人次，涉及费用42.50亿元。

今年，长三角又首创了信用就医服务。3

月15日，示范区跨区域“信用+医疗”数字化应

用服务场景正式启动，长三角（上海）智慧互

联网医院、苏州吴江永鼎医院及嘉善县第一

人民医院为首批落地试点医院。长三角（上

海）智慧互联网医院副院长李亚芳告诉记者：

“现在，前来就医的患者可以用数字人民币支

付，享受信用医疗服务，就医看病‘少排队’。”

多地联办，办事只需跑一次

上中学的儿子急需办理身份证，回老家

办理再邮寄到上海就来不及了，这可怎么

办？最近，老家在江苏、现在上海工作的王女

士遇到了这桩烦心事。好在，长三角公安机

关推出的临时居民身份证“跨省通办”服务帮

她解决了问题。据上海市公安局介绍，今年

起，苏浙皖三省户籍人员可在上海办理跨省

异地首次申领以及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期

间，急需使用居民身份证的，可按需申领临时

居民身份证。

不止于此，去年12月开始，选择“长三角

区域跨省（市）新生儿入户服务”的申请人，经

户籍地审核同意后，受理地可直接为申请人

打印新生儿的《居民户口簿》，且打印的《居民

户口簿》上均附有户籍地的“户口专用章”，3

个工作日内就能完成办理。数据显示，目前

跨省首次申领身份证已办理4582件，新生儿

入户办理9000余件。

在长三角地区，住房公积金“一体化”服

务也有了新进展。自区域内职工可在异地购

房时“零材料”“网上办”提取住房公积金后，

去年6月起，在示范区创新试点区域内，职工

还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以支付异地房屋租

赁费用。

▼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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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跨省漫游,市民坐享“同城服务”

■本报记者 张天弛

昨天，上海歌舞团一年一度的舞蹈演

员“艺衔”考核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排练

厅举行。“艺衔”考核作为上海歌舞团首创

的业务考核制度，是对舞蹈演员们的“年度

大考”。无论是初入歌舞团的新演员，还是

功绩卓著的资深演员都站上考核舞台，“硬

碰硬”比一比，充分展示基本功素养、专业

技术技巧以及艺术创作成果。在考核中亮

相的一批原创佳作也即将“起飞”，汇聚成

全新特色品牌“元舞际”，于金秋十月与观

众见面。

昨天早上8点到中午12点，近70位演

员分成5个班，以基础训练课形式，在专业

评委面前“过堂”。由资深舞者组成的“女

一班”压轴登场，45分钟里她们不停歇地跑

跳旋转，充分展现着曼妙舞姿。“技术动作

组合”最是养眼，演员们纷纷秀出绝活，精

彩程度不亚于舞台演出。据悉，整套考核

动作姑娘们足足排练了几个星期，舞段之

间的衔接比平时训练时更迅捷，难度也大

幅度提高。“通过10分钟把（杆）上动作展

示，就能看出演员的基本功是否扎实；脱离

把杆后的动作组合表演，主要评测演员的

旋转、跳跃等能力和舞台表现力。”考核评

委、中国舞蹈家协会秘书长夏小虎告诉记

者，“开绷直”标准度、肌肉控制力、节奏把

控度等都被纳入考核标准，最后进行整体

测评打分。

在下午进行的个人剧目考核中，涌现

出大量原创作品，占整体考核剧目数量的

一半以上。这些原创作品大部分由上海歌

舞团青年演员们自编自演或合作编创，在

题材选择上寻求更宽维度的突破，注重文

化表达与深刻思考，更有诸多呈现中国传

统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作品展现，

彰显了新时代青年的文化自信和积极昂扬

向上的“精气神”。

近年来，上海歌舞团大量原创剧目已

交出不俗的答卷：《看不见的墙》《背面》获

中国舞蹈“荷花奖”现代舞奖；《那片落叶》

获“荷花奖”现代舞组提名作品；《傀》获第

十五届韩国首尔国际舞蹈大赛传统舞创新

组银奖；《TheLastLeaf》获第十五届韩国首

尔国际舞蹈比赛评委会特别奖。第三十八

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期间，由朱洁静和

张振国创作的《告别》登上了第二届长三角

专业舞蹈展演的舞台，这部作品第一次亮

相正是在“艺衔”考核中。 ▼ 下转第二版

上海歌舞团把竞争与激励机制引入人才队伍培养

“艺衔”大考：技艺比拼赛道也是新作起飞跑道
■本报记者 宣晶

昨天，上海歌舞团一年一度的舞蹈演员“艺衔”考核举行。 （上海歌舞团供图）

走在淡水河畔，闵行区颛桥镇

黄二村党总支书记陆志平仍能听

到附近铁路支线货运列车的轰鸣

声，但眼前的村工业区已完成新蝶

变——从老旧厂房到时尚科创园

区，这里成为“大零号湾”科技成果

转化、产学研合作和新兴产业研发

落地的新空间。

园区好消息不断。龙湖淡水河

畔科创园开业一年即实现满租，节

卡机器人、云车间等31家企业和项

目入驻，智能制造、航空航天和新材

料3个产业以及生物医疗、新能源、

量子等领域生机勃发。

园区中保留下3个工业储油

罐，是旧厂区的记忆，也是这片科创

热土的新景观。位于园区主入口处

的油罐广场成为园区的打卡点，对

于陆志平来说，几代人的接续奋斗

史，正通过创新基因和血液流淌在

这片热土上。

一杯咖啡碰撞出传统
工业制造变革

油罐广场边有家特别的咖啡烘

焙店，进口面粉和咖啡豆等原材料

摆放在开放工作台前。就是这家氤

氲着小麦香、咖啡香的空间，每天见

证着无数创新创意在此交融碰撞。

焙小能合伙人乔彦炯能够感受到这

样一种奇妙：高校教授的创意和园

区企业家的实干在这个生活的空间

里邂逅、交集。

云车间创始人兼CEO谢春雷

就意外和华东师范大学物理学院教

授在园区的交流活动中相遇。物理

学院正进行高功率飞秒激光加工设

备研发，而有着丰富设计制造经验

的云车间能进行外观设计和样机制

造落地。这一合作在去年首届世界

设计之都大会上入选“上海设计

100+”榜单，也成为设计赋能产业

发展的典型案例。

“行业在变化，但作为装备制造

业通用且刚需的钣金行业，却一直

没有出现变革。”谢春雷在思想碰

撞中找到了新方案——链接赋能长

三角加工制造企业，从制造的数据

端去撬动钣金行业变革。

比如，应用在新能源市场的换

电站、换电柜、储能站等新兴产品，

钣金需求量不断攀升。

但制造交付由于缺少标准，出

现质量参差不齐的“质量黑盒”。云

车间提出构建钣金3D智造体系，通

过数字化赋能方式提升产品质量，

改变依赖工程师和老师傅的经验，

让散落在长三角的钣金加工企业有

了质量和价格优势。

以小小的钣金转角为例，云车间自研标准件“Korner”，通

过模块化嵌套省去打磨和折弯的过程，这一设计获得2022年

德国iF设计奖，产品的意义在于让制造业跳过了图纸消化、备

料、试制等中间环节，能快速完成产品结构和制造工艺数据的

产出。

▼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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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祝越

▲杏花楼

与阿华田推出联

名款青团产品。

 王家沙推

出多款创新口味

青团产品，不少消

费者赶来尝鲜。
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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