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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

卫红身上屏着一股劲儿。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以下简称“上历

博”）展厅，春秋旅游导游已轮流试讲3个

多小时，试听人的脚力有些受不住：有人捶

腰顿足、身形摇晃。但看周卫红，始终腰杆

笔挺，身形纹丝不动，越发细致地指点试讲

员：“这里太平铺直叙，游客恐怕要听睡着，

加一点演讲的感觉。”

这股劲儿是什么？与周卫红合作多年

的同事们说：“认真。”

入行28年，她自我定位“旅游人”。这

三个字描摹了她对职业的感情，也勾勒出

她对行业的认知和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

旅游业强劲复苏，旅游人忙得脚不沾地，但

春秋仍匀出精力关注对企业本身利润并不

明显的城市微旅游。“把都市资源转化为文

旅资源，需要有实践经验的文旅企业助力政

府部门、规划专家等，提供严谨、有品质的产

品和服务。”周卫红说，春秋不能盯着眼前

的一亩三分地，也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这不是一句泛泛而谈。

今年初，她以市人大代表履职的渠道

向有关部门建议，将上海的文化空间分级，

允许相应人员持证进入对应空间，为旅游

团体提供讲解服务。不久前，上海市文化

和旅游局给与积极回应和支持——5月，上

历博与春秋围绕“博物馆向持证导游开放

带团讲解试点”签订合作协议。欢喜之余，

周卫红的认真劲儿上来了：自己研究十多万

字的培训讲解词；赶去上历博对接细节，进

一步沟通文旅融合的设想；试讲现场，对试

讲员的提点细节到仪态、表情、手势……

昨天，春秋首批试点导游入场上历博

带团开讲。

“导游型”讲解员：创新文旅融合

合作讲究双赢，既要解难又要反哺，周

卫红花了不少心思。

上历博馆长周群华用“第一个吃螃蟹”

形容这次试点合作。博物馆的讲解力量不

能完全匹配公众需求，这是文化和旅游深

度融合的创新实践之举。但另一方面，上

历博一向对讲解员专业素质要求高，引入

社会力量能否既维持住专业度，又增加游

客的体验度？

这也是周卫红最为在乎的：既然春秋

起了头，就要把握好试点的示范作用，以推

动成为长久机制。此次试点，上历博与春

秋共同组织培训与考核，首批有19名导游

通过考试。试讲现场，试讲员戴上了“双

证”：一张是新考出的上历博“基本陈列讲

解资质证”，一张是导游资格证。

证只是准入门槛，怎样讲得既准确又生动则大有文章。

一连几日，周卫红仔细看了80余篇“导游版”的开场词和讲

解词。现场试听，她对准确度字斟句酌：“这个介绍里人数加起

来不对”“这个地址的表述准确吗”“这部分是不是加了很多自我

演绎，上历博的解说词背熟了吗”……

至于导游型讲解员能带来的增量，她从游客体验感提出要

求：“开场词太平淡，吸引力不够”“声音要抑扬顿挫，不然游客要

打瞌睡”“适当加一点手势，气场要出来”……周卫红反复向试讲

员念叨“两张证”之用：“要融合好导游和讲解员的双重身份。比

如讲到广富林文化遗址，至少可以告诉游客通过什么交通方式

到达。”

这种增量也是对微旅游的反哺。周卫红提出，一来丰富、完

善春秋城市微游中人民广场板块产品；再者也是借此机会，对整

个城市的微游点位形成引流。

城市微游产品：温和带动商业

周卫红大学读的是国际导游专业。翻开专业课本的第一

天，她记住了教科书对旅游的定义要点：精神文化。可在入行后

很长一段时间，她发现国内旅游偏向了物质表达。直到近年逐

渐回归文化阐释。

微旅游正是对文旅融合的一种探索。上海的微旅游，资源

丰沛又充满挑战。“很难精准寻到客户要什么。一个在上海生活

多年的市民，完全可以自己逛小马路，为什么要花钱跟着旅行社

走？”春秋微游产品经理柯一鸣思考：在生活化的小马路上，旅游

产品还能融入商业推介吗？

难，但周卫红对诸如此类的探索充满兴致。她曾陪旅居国

外多年的好友游玩上海，发现好友念叨至今的是虹口糕团的传

统风味和一场精心组织的公益活动，“旅游的文化表达和生活观

呈现越发重要”。如今，梧桐树下的小马路上长出越来越多的特

色小店，她的思路打开了，“在微旅游产品中呈现烟火气，介绍小

修小补点位等特色小店，也温和地带动商业”。

眼下，她正关注城市微旅游怎么平衡在地居民生活和游客

需求，将这种考虑设计进旅游产品。

这番探索文化表达的兴致，源自周卫红长期以来对善与美

的追求。2011年开始她发起“温暖 ·帕米尔”公益项目，为数百

名孩子送去真诚的关心与爱护。今年，她资助的“女儿”高考发

挥得不错。填志愿时，周卫红与她通了好长时间电话，分析专业

和学校的选择。“我跟她约定，只要高考成绩我们两个都满意了，

我就会请她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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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周卫红，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上海春
秋旅行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获得“新长征突击手”称号。
2011年发起组织“温暖 ·帕米尔”公益项目，资助学生总计已达
数百人。先后获评2018年中央文明网举办的“中国好人”、
2019年度中国旅行社协会旅游公益人物、2021年度长宁区区
长质量奖（个人）。

周卫红（右）为春秋导游的讲解提建议。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上接第一版）

清美的生产基地，已能做到蔬菜采收半

小时内进冷库存放，通过两小时降温将表面

温度控制在3℃至5℃，使蔬菜充分保持最佳

新鲜度；包装车间则建有冷链300多条流水

线，温度控制在15℃，减少蔬菜代谢品质损

耗。在流通环节，公司组建500辆车的自营

冷链车队，对配送路线、配送时间、车内温度

全面实时掌控，确保半径500公里内鲜食配

送，实现“从工厂到市场”冷链无缝对接各销

售终端。

从2021年开始，一批线上线下融合菜

店出现在申城的大街小巷，每家都定位于居

民小区周边500米生活圈内。来自清美自有

或定点基地的蔬菜、水果、猪肉、禽蛋、水

产、豆制品等生鲜产品每天都会运送到门

店，为5000户居民提供饮食和生活服务。

三方得利，助力乡村振兴

立足全产业链发展优势，从 2020年

起，清美集团先后参与了浦东新区4个乡村

振兴示范村的创建工作，在资金、项目等方

面持续投入，助力村民实现生活富裕，成为

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典型。

比如，通过参与泥城镇公平村的乡村

振兴项目，清美承包了上千亩农用地，开

展规模化种植。这样一来，村民可以获得

稳定的土地流转费用，还可以到清美农业

基地上班获得工资，村集体每年可获得土

地流转服务费、设施租赁费等，而清美则

获得稳定的高品质蔬菜瓜果，可以说是三

方得利。

2021年，清美投资4300万元联合共建

的宣桥镇腰路村乡村振兴示范项目，被评为

上海市乡村振兴优秀案例。腰路村建起340

亩数字农业基地和120亩5G无人水稻示范

基地，设立蔬菜分拣中心，增加200多个就

业岗位，村集体经济年增收242万元，农民

年累计增收1208万余元。去年，腰路村清

美数字水稻应用场景入选国家人工智能创新

应用先导区“智赋百景”。

利用自身遍布全国特别是西北、西南、

东北地区基地的优势，清美每年面向各地采

购农产品总额达20亿元，提供1万多个就业

岗位，带动2万多名农民增收致富。同时，

积极推进与上海对口支援地区的劳务协作，

从云南、贵州、四川、甘肃等地招募876名

员工到上海总部就业，使得900多个家庭的

年收入超过30万元。

利用自身产品和渠道优势，迎合当下市

民日常生活和购物消费的趋势潮流，清美还

不断创新经营体系，以5种商业模式构建5

个终端品牌，向市场供应鲜美农产品。其

中，“清美鲜家”主打生鲜便利店模式；“清

美鲜达”主打B2B直配模式；“清美云集”

主打OMO体验店模式，打造新一代数字化

智慧菜场；“清美味道”主打社区食堂模

式；“清美鲜到”主打社区前置仓模式，自

建骑手团队，为用户提供生鲜外卖，App下

单后最快28分钟送达。未来5年，清美计划

在全市开设4000家经营门店，立足农业打

造富有竞争力的产业链，带动“链”上不同

主体、合作伙伴“鲜”花竞放。

本报讯（记者张晓鸣）旅客体验国产大
飞机将有更多选择。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昨

天在上海正式接收第二架国产C919大型客

机。上午10时06分，飞机执行MU2999调机

航班，从浦东机场调机起飞，10时20分落地

虹桥机场，正式入列东航机队。

新一架C919飞机的到来，标志着东航

商业运营C919大型客机正在提速。东航

C919的航班运行、专业人才培养正在加快，

进一步服务和推动C919大型客机市场化运

营、产业化发展。

此次东航接收的C919大型客机为东航

首批采购5架C919客机中的第2架，客舱布

局与首架机保持一致。7月14日，民航华东

地区管理局向东航颁发第二架C919飞机的

国籍登记证、适航证、无线电台许可证，标志

着该飞机已具备商业运营资质，符合民航规

章的适航要求。

根据东航的规划，第二架C919将与首

架机搭档，首先投入东航“上海虹桥-成都天

府”空中快线，后续将逐步拓展更多航线。

作为国产C919大型客机的全球首发用

户，东航于去年12月9日正式接收C919的

全球首架交付机；今年5月28日，东航圆满

完成C919首个商业航班“上海虹桥-北京首

都”往返飞行，此后这架C919在沪蓉快线上

服务旅客。截至7月12日，首架C919共执

行87班次商业航班，其中京沪航班2班、沪

蓉航班85班，平均客座率近80%，累计服务

旅客11095人次，累计商业运行250.10小时。

从C919商业运营伊始，东航就在各个

服务环节深度融合：为C919客机提供“玖”

系列主题餐食，定制了纪念纸杯、清洁袋，并

配备具有国风特色的专属航空安全须知视

频。7月1日开始，东航在C919执飞航班的

餐食“上新”，新增本帮熏鱼、蝴蝶酥等具有

上海特色的航空餐食，提升旅客乘机体验。

C919首架交付机投入商业运营以来，东航兼

顾好开展训练、培养大飞机人才团队与商业

运营，目前东航已有具备C919机型资质的机

长8人，客舱乘务员46名，机务维修人员16

名，并建立了超100人的后勤保障队伍，还有

21名飞行员和一批保障人员正在接受资质培

训，为C919的安全运行、服务旅客，持续夯实

人才队伍。

随着第二架C919投入商业运营，东航将

在中国民航局指导下，继续做好C919的安全

运行等各方面工作，携手民航各界高质量运营

好C919，持续为中国大飞机事业贡献力量。

将与首架机搭档投入“上海虹桥-成都天府”空中快线，后续逐步拓展更多航线

第二架C   正式入列东航机队

昨天上午

10时06分，第

二 架 C919从

浦东机场调机

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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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驭风摄

6位艺术巨匠，近100幅代表作，贯穿80

年欧洲美术史……正在静安区尤伦斯美术馆

展出的德国柏林国立博古睿美术馆馆藏展，

带领申城观众漫步现代主义之间。就在同一

个空间内，还将迎来法国艺术大师“马蒂斯的

马蒂斯”展览等多场展览，助力艺术苏河生态

建设。

落户静安区苏河湾区域核心位置，尤伦

斯美术馆等一批顶级艺术机构在选址时，不

约而同看中了这片滨水空间的艺术禀赋。

6.3公里滨水岸线上，历史建筑总量达50万

平方米，集聚着20余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拥有历史文化风貌保护街坊17个，博物馆、

美术馆、文化新空间等文旅资源点位170处。

“艺术苏河”启航仪式昨天在苏河湾中心

举行，静安区将通过提升艺术资源禀赋，挖掘

历史建筑价值，增加公共文化配置，举办文化

节展赛事，吸引高端艺术产业，推进苏河湾文

化艺术生态建设。

“艺术苏河”具体指静安区“一河两岸”约

4.2平方公里的区域。这片空间，作为紧临苏

州河的第一界面，区域布局上有较大释放空

间，尤其以苏州河北岸的北站街道为例，有数

个地块在加紧建设中。

“一个区域颜值高不高，关键看细节；魅

力够不够，关键看文化。”北站街道负责人说，

着眼细微之处，在部分街区、转角广场等公共

区域，布设艺术装置，打造没有围墙的街区艺

术馆，“近期正在加快打造苏河经典艺术漫步

街区，设置花箱隔档，引导非机动车减速慢

行，形成城市慢行道路。”

就在“艺术苏河”启航仪式上，“艺术苏河

联盟”同步成立，苏河沿岸艺术机构、拍卖企

业、商业地产、行业龙头将联合搭建世界级文

化艺术交流平台，通过“艺术苏河”App实现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譬如，苏州河优势之一的水上航线资源，

静安区计划策划苏河微游项目，围绕“漫步

苏河”“戏剧苏河”“诗画苏河”等主题，打造“一

区一岸线一品牌”；同时依托静安现代戏剧谷

资源优势，推出苏河戏剧，拓展演艺新空间；

鼓励苏河主题的诗歌、音乐、戏曲、美术等优

秀文艺作品创作，支持举办苏河艺术双年展、

“马蒂斯的马蒂斯”首次中国个展、潮流艺术

展BTS、苏富比拍卖系列等国际性艺术展陈。

未来，静安区将鼓励全球知名机构举办

各类国际精品现当代艺术品展览，支持国际

高层次艺术文化活动，着力打造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滨水艺术走廊和艺术生态高地。

鼓励全球知名机构举办精品现当代艺术展，支持国际高层次艺术文化活动

静安苏河湾打造世界级滨水艺术走廊

昨天早晨，静安区蕃瓜弄小区内锣鼓喧

天，12辆搬场车热热闹闹驶出小区。“老土

地”戚顺荣不顾大雨探出车窗，笑着和邻居们

挥手，老伴在一旁依依不舍地张望。昨天是

蕃瓜弄小区旧住房改建项目集中搬场的日

子，为了这份“仪式感”，他们5点就起床了，

“今天是个好日子，家什是老早打包好的，主

要是把自己捯饬得精神些”。

作为今年上海体量最大的小梁薄板改建

项目之一，蕃瓜弄小区旧住房改造，涉及14

幢房屋、31个门栋、1122证居民住户。6月最

后一周，随着最后一个人落笔签约，居民签约

率100%达成。

三年多后回搬，这里的14幢老公房将变

成1幢7层建筑、5幢21到33层的高层建

筑。小区还配建2层地下车库，为居民配备

足够车位，在地面实现人车分流。蕃瓜弄新

小区以及周边，也将公共配套城市生活中心、

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点、社区

党群中心和公益性托育点等，共计约9000平

方米。“一晃眼我们又能在这里更好地相聚！”

生活配套细节打动了一家人

胡阿姨家是蕃瓜弄里的典型一室半户

型，有些柜子、床具等还是她出嫁时特意请木

匠打的嫁妆。因为爱干净，这个家尽管陈旧

却一尘不染，可以赤脚走在地板上。以前，因

为无法安装抽油烟机，厨房的墙壁与台面上，

陈年旧报纸积攒下厚厚的油烟，后者又沾满

了黑色的灰尘，这些清理不了的脏，胡阿姨只

能尽量不去看，“眼不见心不烦”。这下，胡阿

姨一家有了新盼头。

在朱兰英家，老伴戚顺荣将儿子的书桌

拆散，准备带到过渡房里存放，朱兰英举着一

块抹布跟在后面不停擦拭，“在这住了一辈

子，和老房的告别要干净体面”。

朱兰英出生在蕃瓜弄遍地都是“滚地龙”

的年代，经历过下雨天屋里的泥泞不堪，懵懂

中赶上了工人新村建楼房，高高兴兴原地“上

楼”后，四姐妹挤在不到10平方米的“半间

房”直到各自出嫁。为了照顾老人，朱兰英一

家三口依然挤在一室半的房子里，直至2015

年买下6楼的大面积产权房，日子才算真正

舒展开来。

旧改消息传来，一家人对故土的眷恋不

舍于他人更甚，也曾有过心理斗争，“门一关，

现在的日子过得多舒服，而等新房建好，我们

老两口都70多岁了。”……最终，在旧改政策

与方案的数轮沟通会中，设计方案中更合理

的房间布局、方便老人上下楼的电梯、周边

15分钟生活圈配套等细节打动了一家人，

“新生活总归是越来越好！”

“邻里关系深厚又念旧”

现场，90后社工陈颖热情招呼大家。街

坊阿姨们聊着聊着就不自觉地挽上她的胳

膊。作为蕃瓜弄土生土长的小囡，一整条弄堂

都是看着她长大的“爷爷奶奶”。毕业后几经

辗转，她又回到居委会做社工，“亲上加亲”。

“蕃瓜弄居民有个特点，就是邻里关系深

厚又念旧，所以哪儿热闹人都往哪儿凑。”陈

颖说，比如此前签约率达到100%后，有居民

自发组队在小区庆祝。很多街坊起初并不知

情，但看到后主动加入庆祝队伍中，一下就充

满了喜庆。

从小在这样的氛围里长大，陈颖性格开

朗，也体贴街坊老人，“他们有啥需要随时可

以找我，等着邻居们再相见。”

70岁的张怀兰，这两天心下激动，染了

个酒红的发色。一向快人快语的她唯独舍不

得这些老邻居——她定下7月19日搬家，明

面上是女儿这一天刚好有空，实则她也有“私

心”：“我一个个送走老邻居们，和他们认认真

真告别。邻居送好了，那我自己也就搬走

了。”她已经和大家伙儿约好，不久就要聚会、

旅行，“我们节目可多了”。

“居民们搬走了，但我们的工作远没有结

束。”80后社工万秋萍，还将继续坚守蕃瓜

弄。原来她对接的一户居民是“空巢老人”，

老夫妻年过八旬，唯一的女儿远在广州。居

民迫切希望改善居住环境，因此爽气签了约，

却在后续找房上犯了难——老太太跑了好几

回中介，都租不到合适房子。听说这个消息，

万秋萍第一时间联系上在居委会设点的中

介，同时找到了老人在上海的侄女，有了亲属

担保，老人很快挑中了心仪的房子，老两口前

两天已经搬走。

即便是居民搬走后，万秋萍与同事们

也会多策划些“回娘家”活动，时不时让大

家聚聚。

蕃瓜弄小区旧住房改建项目签约率达   %，昨天集中搬场——

“一晃眼我们又将在蕃瓜弄相聚”

昨日，居民在瓢泼大雨中坐上搬场车，作别旧小区，奔赴新生活。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一块豆腐起家，清美“鲜”产业链丰富市民舌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