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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夜间多云到阴 温度:最低28℃ 最高34℃ 北到东北风
4-5级 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 温度:最低28℃ 最高35℃ 偏北风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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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2023

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上海空港型国

家物流枢纽获批。大型综合交通枢纽“东

方枢纽”，与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实现两翼齐

飞——一方面重塑全市功能型、枢纽性、网

络化综合交通体系，同时也面向国际国内

两个扇面打造集聚全球要素、配置全球资

源的战略链接。

上海，长期领开放风气之先，历来处在

我国对外开放最前沿。着眼形势变化，开

放枢纽门户功能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和着力

点。比如，突出强调开放的软环境提升和

设施载体建设，统筹引进来的通道拓展和

走出去的平台构建，不断巩固拓展上海对

外开放新优势。

深化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

放，打造世界级航运枢纽，深化贸易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服务企业走出去、提升发展竞

争力……凡此种种，都为上海探路打造开

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

的开放新高地，提升高质量发展辐射能力，

勾画出清晰的现实路径。

提升硬设施与软环境，把能
量交换的文章做足

战略链接，就是要把国内国际双循环

能量交换的文章做足，构建要素链接、产能

链接、市场链接、规则链接，形成独具优势

的战略通道，助力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

经济体系。在上海市发展改革委主任顾军

看来，这既涵盖开放的软环境提升，也包括

设施载体的建设。

作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一核两带”发

展格局的核心承载区，“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

正紧扣一体化、高质量和国际化，进一步打开

发展和辐射的扇面，提高整体标识度和核心

竞争力。”上海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党

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鲍炳章这样介绍。而依

托火热建设中的东方枢纽，上海将探索建设

国际特定管理区，发展离岸商务功能，尝试把

“一线真正放开、二线高效管住”制度从货物

向自然人拓展。

物理载体构架起的是通道，而能量交换

中产出的一种价值溢出和吸引，是辐射能力

的应有之义。从这个角度看，以规则、规制、

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为内涵的软环境提

升，要花更大力气、下更大功夫。

以往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重在“边

境开放”，突出表现为降低关税、压缩成本、政

策优惠等；当下强调的制度型开放，重在“边境

后开放”，在知识产权、绿色环保、人才流动、竞

争中性、争端解决、数据流动等方面，与不断迭

代的国际经贸新规则相接轨。上海前滩新兴

产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周学强这样理解“制度

型开放”的要义：表现为基于规则、规制、管理、

标准的“三高”，即高水平制度供给、高质量产

品供给、高效率治理供给。 ▼ 下转第三版

强化开放枢纽门户功能，提升高质量发展辐射力
强化“四大功能”·激发上海高质量发展澎湃动力系列述评之四

所谓枢纽，是指事物相互联
系的中心环节；所谓门户，是指
进出必须经过的重要地方。上
海强化开放枢纽门户功能，核心
就是要加快打造国内大循环的
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
战略链接。国际经贸规则正加
快重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正在重新定义开放的区位
优势，如此背景下进一步强化开
放枢纽门户功能，就是要不断回
应“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促创新，勇敢跳到世界经济的汪
洋大海中去搏击风浪、强筋壮
骨”的要求与考题。

■本报记者 祝 越 苏 展
王嘉旖 单颖文

孵化器迭代新空间⑤

璞跃中国深耕开放式创新，调动全球资源加速“独角兽”脱颖而出

在“反向创新”中孕育下一个“谷歌”
 刊第二版

东航C   首次“双机”运营商业航线

本报讯 按照市委主题教

育工作安排和大兴调查研究

部署要求，市委副书记、市长

龚正昨天调研提升城市文化

软实力工作。龚正指出，上海

人文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

富，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

文化是上海独特的优势。要

坚定文化自信，在传承历史文

脉中激发创造力，在塑造城市

文化中提升软实力，让文化渗

透城市肌理、融入群众生活、

赋能城市发展，更好展现上海

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独特魅力，

持续增强城市的竞争力、影响

力和吸引力。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

纪念馆是上海市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并在

2019年 进 行 建 筑 修 缮 和 展

陈更新。上午，龚正一行来

到纪念馆，观看《红色文化

之旗——左联与中国左翼文

化运动》展览，并详细了解纪

念馆建设运营、弘扬红色文化

等情况。巴金故居见证了一

代文学巨匠后半生的生命历

程，2011年对外开放，累计接

待中外宾客151万人，成为上

海城市文化景观的亮点。龚

正走进故居，察看建筑和展

陈，听取历史建筑保护、举办

公益展览、开展巴金研究等情

况介绍。吴昌硕纪念馆是一

栋有着110年历史的古宅，建

筑中西合璧、雕饰精美，在高

楼林立的陆家嘴成为独特的

传统文化存在。
▼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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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政策“组合拳”推动经济持续好转
——四部门解读宏观政策着力点
■ 谋划研究一批针对

性更强、力度更大的储备政
策，根据形势变化及时分批出台实施；将会同有关
方面，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统筹协调，打好宏观政
策“组合拳”

国家发展改革委

■ 将继续加强逆周期
调节和政策储备，实施好存

续的货币政策工具，对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的领
域延续政策实施期限，多措并举巩固政策成效

中国人民银行

■ 对涉及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的  项税费优惠

政策，其中4项在优化完善并加大支持力度的基础
上，统一延续实施至    年底；其他6项延续执行
至    年底

财政部

■ 发挥税收大数据作
用，全面筛选符合政策条件

的纳税人缴费人，迅速开展“一对一”精准推送，努力
做到让“政策找准人”“政策送上门”

税务总局

 刊第三版

 刊第二版

▲“招商伊敦号”自上海市虹口区北外滩国客中心启航，标

志着上海邮轮母港首条国内沿海邮轮航线正式启动。

均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制图：冯晓瑜

▼ 上海正完善融海陆空铁

水为一体的集疏运体系，图为上

海洋山四期自动化码头。

南京路步行街“浸”入夜色，有着

百年历史的永安百货大楼“露台”却投

射出一道光。10米宽的露台秒变“舞

台”，伴随着楼下《甜蜜蜜》的音乐响

起，一场音乐会就此拉开序幕。小号

吹响的《茉莉花》、昆曲《牡丹亭》、爱乐

乐团配乐《花样年华》……这套组曲，

既讲述了上海作为生活艺术先锋地的

百年变迁，也包含每个寻常巷陌的春

夏秋冬。

作为今年沪上“暑期消费季”重要

活动之一，小红书首届“马路生活节”

由此拉开序幕，将聚焦新客群、新供给

和新场景，构成新消费的节日形态。

此次马路生活节由超过200场活动组

成，既有音乐会、艺术展、摄影展等文

化艺术活动，也有潮流运动、纳凉集

市、逛吃之旅等生活气息十足的休闲

娱乐，覆盖全市近40条马路。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马路

生活节不仅打造新的“城市旅行名

片”，同时也为推进城市数字经济建设

带来新的乘数效应。

看到城市空间中更多全
新美好图景

诗歌刷街、潮流探店、街头音乐

闪送、路灯音乐会……光看200多个

活动的清单，你就会捕捉到有趣的灵

魂——这些富有创意的活动，以不期

而遇的方式出现在不同场景，将展现

上海文化的想象力与创新力。

“这是只有在上海才会发生的事

情！我爱上海！”随着当红音乐人袁娅

维3日深夜临近午夜时在南京路永安

百货二楼阳台上谢幕时的高声致谢，

一场特别的“马路音乐会”在社交平台

刷了屏：“没有人挤人，大家或坐或立

安静地听歌，太美好了”“阳台、歌声、

南京路、黄浦江，生活不在别处，正是

此时此刻”。

在大楼外，人们乘着夏夜的晚

风，席地而坐，上海爱乐乐团、上海昆

剧团、上海音乐学院学生、青年音乐

剧演员等次第出现在二楼和四楼的

阳台上，随着楼体上灯光投射出的绮

丽动画效果，交织成别样的音乐奇

观，这便是小红书首届“马路生活节”

的揭幕演出。

“这是一场从未有品牌做过的音

乐秀，我们用音乐讲故事，将永安百货

拟人化，它伫立在此百年，观察着上海

的变迁，也是市民生活的观察者。”露

台音乐会项目负责人白灵讲述了创意

之源，它呈现的是“我”所生活的上海

在文化层面的包容性和创新性，展示

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并向外传递上海

的城市文化名片。

选择演出场景，最初的设计是能

体现“承载美好生活”，但在合作中又

迸发出新的创意。白灵告诉记者，整

场音乐会充分利用了永安百货极具特色的阳台空间，大楼不同

楼层与内容编排相互呼应，“比如，音乐会中有一场歌剧魅影的

演出，过去在剧院里会人工搭建高楼的制景，而此次用的则是真

实场景。”
▼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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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晶卉 王筱丽

开业不到一年的YOUNG剧场日前拿到

一份问卷调查结果——将近84.46%的观众

是85后甚至更年轻的人群。这股朝气蓬勃

的观剧力量，伴随着一家又一家新剧场、新地

标的诞生，拥抱着沉浸式、开放式等更多打破

镜框舞台的新剧目、新业态，不停刷新着亚洲

演艺之都的“文艺地图”。

今年上半年，滴水湖畔最大剧场临港演

艺中心“开箱”，临港首个超800座综合型剧

场启用；市中心人民广场附近茉莉花剧院在

春季“焕新开花”，多部热门话剧一票难求。

而下半年，又有一批新剧场即将闪亮登场，

包括上海最大的专业室内剧场——交通银

行前滩 31演艺中心、徐汇滨江的“双子

星”——西岸大剧院和西岸穹顶艺术中心、

北外滩的璀璨明珠——北外滩友邦大剧院

等。有意思的是，这些文艺新地标大多以深

受青年观众喜爱的音乐剧为主打标签，助力

上海真正成为“爱乐之都”，全力打响上海文

化品牌。

新剧场和新剧目，让优质
音乐剧成为上海演艺市场的
金字招牌

黄浦江畔的新剧院彰显着这座演艺之都

的滔滔豪情，意欲通过海内外音乐剧新剧目

的引进和制作，成为海派创制的源头和国际

前沿的码头。

这个秋天，音乐剧大师安德鲁 ·劳埃德 ·

韦伯创作的英文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续

作：真爱永恒》将在上海北外滩文化艺术新

地标——北外滩友邦大剧院开启中国巡

演。近20年来，原版《剧院魅影》从上海走进

中国观众，不久前中文版“魅影”带着国产音

乐剧工业化答卷走向全国。韦伯这部续作的

意义不仅在于以《剧院魅影续作：真爱永恒》

为起点，让这座能够容纳1715名观众的新剧

院打开大门，也宣告着中国音乐剧舞台三年

后再度与伦敦西区、纽约百老汇站上同一起

跑线。
▼ 下转第五版

新剧场新剧目深受年轻观众喜爱，沉浸式开放式打破镜框舞台

新地标新业态不断刷屏申城“文艺地图”

■“青春力为上海文化品牌创新续航”系列报道

■本报记者 姜方

全域增绿扩绿，公园城市绿意更浓
上海努力提升绿色在城市

生活中的参与度感受度，满足市
民绿色生态空间需求  刊第五版

▲ 交通银行前滩31演艺中心效果图。

▲这个秋天，英文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续作：真爱永恒》将在北外滩友邦大剧院中国首演。

（均剧场方供图）
制图：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