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0月 日 星期二

农历癸卯年八月大十九 八月廿四 寒露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文汇报社出版 第27736号 今日4版

“赋能文旅消费焕新升级”系列报道

3

■本报记者 姜方

不久以后，乘上机场联络线穿梭而过，人

们可以摩挲着这条城市空间扩展的“书脊”，

摊开产城融合的“诗集”。作为上海市重大工

程，地处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南大门”的申昆

路停车场，是这条“书脊”的一环锁线。该工

程北面紧邻虹桥交通枢纽，西面毗邻已建成

的华翔绿地，位于机场联络线、嘉闵线等线路

的交叉节点，由上海地产集团下属上海地产

虹桥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也

是上海地产集团承担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核

心区“两个责任”主体的首个重大项目。

2021年4月，该项目开工建设，其定位之

高、难度之大、意义之深可见一斑：如何引领

行业发展，解决市域铁路停车场上盖开发建

设难题；如何协调多方部门，实现项目稳定推

进、平稳落地；如何建设重点品牌工程，打造

站城融合示范区……在时间的催化下，答案

伴着建筑拔节而渐渐清晰。

目前，该项目地上综合楼、地下基坑施工

均完成重要节点，已进入砌筑工程及机电安

装施工的冲刺阶段。

数字化管理赋能工程建设

金秋时节，满载希望，也是项目建设的攻

坚时刻。申昆路停车场项目施工“进度条”持

续更新，这里将建成国内首例置于地下的市

域动车组停车场。同时，多座高楼将在加了

“盖子”的停车场上拔地而起，打造集交通、商

业、办公等于一体的城市空间。

在建设规模上，该项目占地面积约12.5

公顷，公益性建筑体量13.2万平方米，地下停

车场11.24万平方米，主要承担嘉闵线和机场

联络线共20列动车组的存放作业，以及管辖

范围内线路的综合维修；地上将建成2条中

运量公交线路、5条常规公交线路组成的公

交枢纽，以及相应配套运行管理用房、35千

伏变配电所等设施。 ▼ 下转第二版

首开国内市域铁路   先河，目前地上综合楼、地下基坑施工均完成
重要节点，砌筑工程及机电安装进入冲刺阶段

申昆路停车场：轨道之便推动城市之变
■上海重大工程走访

■本报记者 史博臻

本报讯 （记者张懿） 千余位设计
大咖奏响未来设计强音，数千件设计精

品激发创新创意灵感。2023世界设计之

都大会 （WDCC2023） 昨天在上海落下

帷幕。围绕聚人、促产、兴业目标，国

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定位，今年

WDCC进一步集聚全球创意设计资源，

打造世界级设计前沿风向标、创新策源

地、新品首秀场。

今年是WDCC连续第二年在上海举

办，主题是“设计无界 造化万象”。对

于正在着力推进建设世界一流设计之都

的上海而言，举办此次WDCC就是希望

能够借此在设计领域构建一个全球性合

作交流平台，探索引领高质量发展之

路，并推动达成“让城市和生活处处充

满设计”的愿景。自9月26日以来，通

过开幕式、高端峰会、10个设计领域论

坛、时尚秀演，以及海内外联动的设计

展，今年WDCC打出世界波、描摹国潮

风、秀出科技范。

正如专家所言，假如说科技创新是

“从0到1”的突破，那么设计就是“从

1到100”产业化背后的驱动力量。过

去7天，观众们现场领略了国产大飞

机、大邮轮、核电站等“国之重器”的

设计精髓，体验了新能源汽车、电子消

费品、时尚家居等行业设计标杆的魅

力，感受了回力、老凤祥、光明等经典

上海品牌因为设计而焕发的新生命力。

统计显示，截至昨天17时，本次WDCC

各类活动线下总参与人次达到13.8万，

其中主会场展览吸引超过8万人次参

观；WDCC相关话题全网阅读 （观看）

量突破20.3亿人次，较去年提升约1.8

倍，海内外媒体关于WDCC的报道超过

8000篇，其中外媒报道占比约20%。

以会聚人、以会兴业、以会促产，

是WDCC的重要目标。今年WDCC期

间，光明乳业等一批上海品牌焕新出

发，擦亮了新时代“上海制造”名片。

同 时 ， 上 海 智 慧 出 行 设 计 谷 、

NICE2035赤峰路国际设计街、东华大

学可持续时尚战略、上海大学上海美术

学院主校区、张园城市更新项目二期等

一批创意设计产业和平台项目也集中发

布，总投资额达304.2亿元。

根据《上海建设世界一流“设计之

都”的若干意见》，到2025年基本建成

设计之都，到2030年全面建成世界一

流设计之都。对照上述目标，上海目前

正在加紧努力。市经济信息化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更好发挥设计的创

新效应和赋能作用，让创意要素加速集

聚，让创新活力充分释放，让创造成果

竞相迸发，早日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世界设计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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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创建提干劲，
奋力耕耘“试验田”

聚焦更好服务深化改革开放，
精神文明建设润物无声助力营商环
境优化、制度创新

 刊第二版

建设中的申昆路停车场，未来将成为国内首例置于地下的市域动车组停车场。（受访者供图）

■从1%透视都市农业新风口

“小慕斯”踏上标准化之旅
标准化作业、集约化管理、工业

化生产，上海舜地发展中央厨房产
业重塑农产品功能价值

 刊第二版

10月2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公布现场，屏幕显示奖项得主卡塔琳 ·考里科（左）和德鲁 ·

韦斯曼的照片。

新华社发

北京时间昨天17时45分许，2023年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

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学院消

息，本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匈牙

利-美国生物学家卡塔琳 · 考里科（Katalin

Karik?）和美国科学家德鲁 · 韦斯曼（Drew

Weissman），以表彰他们在mRNA疫苗技术

方面作出的贡献。因他们在核苷酸碱基修

饰方面的重要发现，人类得以用前所未有的

速度快速开发出抗击新冠病毒的mRNA疫

苗。两位科学家将分享1100万瑞典克朗奖

金（约合732万元人民币），奖金数额相比去

年增加了100万瑞典克朗。

如何看待mRNA疫苗的科学成就？为

什么它可以在抗击新冠中“一战成名”？这

一创新技术路线还能为人类健康带来什

么？昨天，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公布后，

记者就这些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采访了相

关领域专家。

因突破性发现，两位科学家
被誉为“新冠功臣”

对科学界来说，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的结果并非“非常意外”。2021

年，考里科和韦斯曼就荣获了拉斯克临床

医学研究奖，而该奖历来有“诺奖风向标”之

称。公开资料显示，两人的研究工作为多家

知名医药企业的mRNA疫苗研制奠定了

基础。

相比其他疫苗研发技术路线，mRNA研

究到底有何过人之处？上海合成免疫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教

授应天雷告诉记者，传统的疫苗研发路线以

病毒、蛋白质为基础，工艺较为复杂，比如制

备灭活病毒疫苗，需要首先培养病毒，而后

经历更多较为复杂的技术步骤。相比之下，

通过mRNA技术路线研发疫苗，可直接递送

核酸，将原本可能需要几个月的研发周期一

下子缩短到几周。简言之，通过mRNA技术

研发疫苗，就是一个字——“快”！而这一

点，在应对、控制突发大规模人群传染病时

是非常重要的。

也因此，两位科学家被誉为“新冠功

臣”。简单说，他们发明了降低mRNA免疫

原性的方法。他们开发的新平台使用经过

核苷修饰可逃脱免疫系统的mRNA，克服了

合成mRNA会被先天性免疫系统辨识而引

发严重发炎反应的问题，并借由脂质纳米颗

粒的包裹保护，将mRNA有效送入人体细

胞，由其自行产生病毒的棘蛋白，进而诱发

B细胞产生中和抗体、训练T细胞攻击受感

染的细胞等一系列适应性免疫反应。

▼ 下转第三版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昨揭晓，两位科学家分享    万瑞典克朗奖金

因新冠疫苗一战成名，    研究热还将持续
■本报记者 唐闻佳 李晨琰

▲俄语音乐剧《恶魔

奥涅金》海报。

 沪语音乐剧《爱情

神话》海报。

（均受访者供图）
制图：李洁

在上海看音乐剧，几乎是文艺青年假期

游申城的“必选行程”之一。在票务网站上

可以看到，这个中秋国庆长假，上海舞台上

同时售票的不同类型音乐剧数量高达30多

部。以广东网友“锅包肉神”为例，5天在上

海“怒”刷12场音乐剧的“特种兵”行程，让

他赢得众多同道点赞。

剧迷们悉心整理的多份沪上“音乐剧观

剧清单”，在各大社交平台成为热帖——去

北外滩友邦大剧院，看一部英文原版音乐剧

《剧院魅影续作：真爱永恒》，打卡全新的“艺

术珍宝盒”；到上海大剧院品味音乐剧《卡拉

马佐夫兄弟》和《将进酒》；上海文化广场的

音乐剧《爱情神话》同样不容错过，“含沪量”

爆表背后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爱乐之都”上海的音乐剧热潮在长假

大爆发，背后是沪上一批全新文艺地标不约

而同以音乐剧作为主打标签，而包括英语、

法语、俄语甚至本地沪语在内的多语种剧目

也全面开花，彰显这座城市海纳百川的胸

襟。正如上海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洪所

说：“上海音乐剧市场是一个容纳多元审美

的‘艺术珍宝盒’，不断翻新、跃升能级，让申

城甚至全国观众乐享其中。”

中国音乐剧舞台再度与伦
敦西区、纽约百老汇站上同一起
跑线

这几天，北外滩友邦大剧院成了沪上最

新的网红地标。作为开幕大戏，英文原版音

乐剧《剧院魅影续作：真爱永恒》首演当天，

就吸引了1500多位观众走进剧院。开演

前，许多观众便早早在剧院大厅的玫瑰花墙

下“打卡”拍照，留下美好瞬间。

事实上，这座北外滩文化艺术新地标，

正是以深受当下观众喜爱的音乐剧作为主

打标签。就以开幕大戏为例，未来一个月

内，《剧院魅影续作：真爱永恒》将在此驻演

38场，持续演出至10月29日。在业内人士

看来，音乐剧大师韦伯这部续作的最新复排

版，以上海作为全球巡演的首站，不仅为北

外滩友邦大剧院这座新剧院打开大门，同时

也宣告着中国音乐剧舞台在三年后，再度与

伦敦西区、纽约百老汇站上同一起跑线。

“无论是上海本地观众，还是来沪游客，

都对高品质海外音乐剧有着旺盛的观演需

求。因此我们计划每年引进两部国外原版

音乐剧，并在此驻演。”北外滩友邦大剧院负

责人秦体记告诉记者，剧院的引进列表已排

到了明年，“今年引进的是英文原版音乐剧

《剧院魅影续作：真爱永恒》、俄语音乐剧《安

娜 ·卡列尼娜》，明年将引进英文原版音乐剧

《芝加哥》、法语音乐剧《摇滚莫扎特》，按计

划未来还有《悲惨世界》《猫》等。”

北外滩友邦大剧院不仅要打造海外原

版音乐剧的展台，还致力于建设国内外原创

音乐剧目孵化、制作和首演基地，以及优秀

音乐剧目的排演基地。“我们计划每两年推

出一部与伦敦西区或纽约百老汇等联合制

作的原创音乐剧，同时每年孵化、制作、复排

和引入国内外原创音乐剧精品，并在保利院

线78家剧院展演。”秦体记说。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演出票务信息采

集平台数据监测分析，今年暑期全国演出市

场票房收入102.77亿元，其中剧场和新型演

艺空间票房收入39.56亿元，作为专业剧场

演出中的热门品类之一，音乐剧票房占比

10.58%。 ▼ 下转第三版

音乐剧常驻演出场馆在沪扩容，多语种剧目轮番上演

剧场剧目双上新，引来观剧“特种兵”

▲北外滩友邦大剧院大剧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