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0002国内邮发代号 3-3 国外发行代号 D123 文汇网：www.whb.cn 微信公众号：文汇报 （ID:wenhuidaily)微博：@文汇报 客户端：文汇

2023年11月 日 星期一

农历癸卯年十月大初一 十月初十 小雪

今天多云到阴，东部地区有短时小雨 温度:最低7℃ 最高13℃ 北到西北风4-5级阵风6级，
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7级，下午都转4-5级 明天多云 温度:最低9℃ 最高16℃ 西北风3-4级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文汇报社出版 第27777号
今日8版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记

者魏一骏 李思远 王菲 周凯 杨绍
功） 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的统
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长江干

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28.2亿吨，同

比增长7.4%；集装箱吞吐量1932万标

准箱，同比增长7%。

记者近期走访长江干线部分港口

发现，港口吞吐量持续稳定增长。据

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局长刘亮

介绍，今年以来，长江航运智能管理

平台、综合保障平台、公共服务平台

等三大平台建设持续推进，统一开放

的长江航运市场加快构建，长江航运

现代化不断见行见效、走深走实。

随着智慧港口建设推进，数字化

手段、创新型协同进一步提升港口作

业效率，释放运输潜能。新能源等产

业快速发展，支撑着交通运输数据的

增长，畅通的物流也为相关产品运输

提供保障。前三季度，多式联运、

江海直达等运输方式在长江干线加速

发展。

刘亮表示，未来将继续推进绿色

发展转型、智慧长江建设等，提升长

江“黄金水道”通过能力，推动长江

航运高质量发展取得实效。

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 亿吨，同比增 .4%

前三季长江干线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7%

“把太阳戴在头上，把星星钉在身上，把

彩虹系在腰间。”昨天，在玉溪花灯戏《花腰

飞虹》上演前的周末，玉溪市花灯剧院院长

矣露与该剧主演夏毅媛在宛平剧院的“大宛

集戏曲梳妆台”率先带来了一场沉浸式导

赏，她们从原始的花腰傣服装特色出发，深

度解读花灯戏及《花腰飞虹》的舞台灵感来

源，精巧的设计令听者忍不住纷纷掏出手机

拍照留念。

《花腰飞虹》是亮相第22届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舞台的多部地方戏中的一部。“地

方戏曲向来是艺术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

们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借助这个

平台，这些优秀剧目走出地方，来到‘戏剧大

码头’，完成了‘上海首演’，让更多人感知到

地方剧种的发展。”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遴

选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吴孝明说。今年，花灯

戏、花鼓戏、曲剧、锡剧、晋剧等多台大戏，借

“艺术的盛会”闯上海，也为金秋的申城舞台

带来更多亮眼鲜明的地域色彩。

艺术节的老朋友，带着新创
力作回归

“十个玉溪人，九个会唱灯，还有一个跟

着哼。”花灯戏是玉溪市受众甚广的地方剧

种。与上海观众熟悉的京、昆、越等剧种不

同，花灯戏属于“民歌体”，歌舞性极强，有歌

必有舞，有舞必有歌。五彩缤纷的短裙、走

起路来叮咚作响的银泡、身后挂着的精巧竹

秧箩……为让观众直观地欣赏到花腰傣民

族服饰的美，矣露特地穿上了原汁原味的传

统装束，一边讲解一边演示。原来，花腰傣

中的“花腰”二字正是源于俏丽的腰带，姑娘

们的腰带花色各不相同，都是母亲为女儿量

身定制的，凝聚了美好的祝愿。

“《花腰飞虹》来上海参加艺术节，是注

定的缘分。”矣露开心地对记者说。玉溪花

灯戏与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缘分可以追

溯到第一届。1999年，改编自莎士比亚名作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玉溪花灯戏《卓梅与阿

罗》曾来沪，由花灯戏表演艺术家杨丽琼领

衔。上海观众的热情令杨丽琼记忆犹新：

“观众散场的时候都留在剧院门口久久不愿

意离开。”如今，杨丽琼以艺术指导的身份，

带着剧院新创力作《花腰飞虹》再度来到申

城。11月15日和16日晚，《花腰飞虹》将连

演两场，玉溪市花灯剧院可谓倾全院之力，

带着80多人的团队提前来到上海准备，光是

服装就装了数箱。

台上的青春奋斗之情与台下的沪滇情

谊交相呼应。巧合的是，剧中女主角、花腰

傣姑娘“刀秀云”的打拼之处正是在上海。

《花腰飞虹》的剧本与当下接轨，讲述了年轻

人的创业故事，描摹新时代少数民族的新面

貌。“《花腰飞虹》首演四年之后，现在我们终

于把戏带到这个城市了。”矣露难掩兴奋。

演出当天，宛平剧院还将有身着民族盛装的

花腰傣演员，为观众现场带来“风情花腰傣”

与“神秘哀牢山”的讲解，让更多人了解花腰

傣的民族文化以及哀牢山的秀美风景。

不同的视角下，传统与现代
相得益彰

许多参演本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

地方戏选择了贴近时代的故事，在舞台焕新

着各个剧种的时代表情。商洛花鼓戏《情

怀》上周亮相大宁剧院时，现场座无虚席，气

氛热烈。《情怀》以幽默风趣、青春浪漫的花

鼓喜剧风格表现了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单

位的赵小燕，抱着“山乡育我一份情，我报山

乡一世恩”的家国情怀来到云湖村扶贫的感

人故事。悠扬婉转、活泼轻快的商洛花鼓音

乐，奏出地方戏的魅力与活力。

与《花腰飞虹》一样，锡剧《涓生之路》为

让上海观众流畅地进入赏戏状态，演出前主

创们也特地进行了导赏活动。锡剧被誉为

“太湖一枝梅”，表演艺术是在小生、花旦为

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音乐唱腔具有戏剧

情景和细腻动人的人物感情。

▼ 下转第二版

来自全国各地的多台大戏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集中亮相

“上海首演”云集，焕新地方戏时代表情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本报讯（记者周辰）昨天，静安区举
行蕃瓜弄小区旧住房改建项目开工仪式

暨第四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蕃

瓜弄小区将再一次迎来“新生”，煤卫独

用、人车分流的现代化高层住宅小区，以

及菜市场、老年助餐点等配套设施预计

2027年建成。

蕃瓜弄小区旧住房改建项目位于静

安区天目西路街道，建于1966年，煤卫

设施公用，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不齐，缺少

必要的车行道和居民活动空间，且房屋

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

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副局

长张拓介绍，蕃瓜弄小区旧改项目刷新

了从签约到搬场、从搬场到施工两项全

市最快纪录，该项目也是目前市中心规

模最大、施工难度较高的“拆落地”项目

之一。施工区域紧邻周边居民小区和

商业办公楼，最近距离仅5米。项目一

路之隔就是学校，周边有铁路上海站和

5条轨道交通线路经过，地下空间环境

比较复杂。施工方案几经论证与完善，

尽量减少噪音、扬尘对周边居民的影

响，同时将项目周期压缩到3年半，力

争尽快完成施工，计划2027年实现居

民回搬。

为了确保工期与质量，蕃瓜弄小区

旧改项目搭建了数字赋能平台，运用物

联网、智能算法、地理信息系统、大数据

挖掘分析等多种技术手段，对改造全过

程进行电子化记录。保留蕃瓜弄历史影

像资料的同时，让建筑工地“耳聪目明”，

确保项目安全施工，实现动态监管，推动

现场信息、监管信息归集共享和有效利

用，推进蕃瓜弄小区旧住房改建工程项

目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打造城市更新的

示范标杆。

同日启动开工建设的中兴社区

C070202单元322-09地块项目位于宝

山路街道，总投资约70亿元。项目包含

两栋办公楼、三栋商品住宅、一栋租赁住

宅及一栋文保点和若干栋历史建筑，将

办公、住宅、商业与历史文化融为一体，

做到了“创造与历史文化相融合、与城市

肌理相协调、与街区功能相符合的高品

质办公、居住环境”，建成后不仅服务地

块内居民，同时可以辐射周边区域，大大

提升城市品质，激发区域活力。

预计    年建成煤卫独用、人车分流、
配套设施齐全的现代化高层住宅小区

蕃瓜弄旧房“拆落地”改建开工

本报讯（记者苏展）昨天，孙中山先生诞辰157周年纪念
活动在上海孙中山故居举行。市委副书记吴清出席。

在孙中山故居庭院中央，摆放着上海市政府、市政协、中

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民革上海市委和中国福利会等敬献的花

篮。市领导与参加纪念活动的各界人士一道，在孙中山先生

铜像前肃立并行三鞠躬礼。

市领导陈通、陈靖、刘多、肖贵玉等参加纪念活动。

吴清出席纪念活动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周年

■ 预计明年底建成 个青年发展型社
区、3个青年发展型街区、3个青年发展型园
区以及1个  小时青年创新生态单元，青少
年创新实验室将遍布全区各街镇

普陀青年发展型城区
建设迈出新步伐

 刊第二版

业内呼唤有诚意、见性情、
引共鸣的“有效”文学评论

靠谱的批评与
靠谱的表扬同样稀缺

■究竟怎样的评论才能有效介入文学现
场？超越偏见、短见、盲视、误区，从纷繁芜杂
的文学作品中进行甄选，评论家如何真正成
为那个“披沙拣金的人”？

 刊第五版

当“音乐鬼才”
与“最好的观众”相遇

 刊第五版

“做好园长前，
我首先是一个孩子王”

徐汇区首位  后校园长：
梅陇幼儿园党支部副书记、副园
长龚娇娇谈个人成长  刊第三版

▲玉溪花灯戏《花腰飞虹》剧照。

 商洛花鼓戏《情怀》剧照。

（均主办方供图） 制图：张继

蕃瓜弄小区旧住房改建项目开工仪式暨静安区第四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仪式昨天举行。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刚落下帷幕，泰国本土香薰品牌

“普达湾”中国区主理人徐栩升

就忙着转场——来到位于南京路

步行街的“进博集市城市会客

厅”继续工作。进博集市原定于

11月10日与进博会同期闭幕，

但挡不住消费者的热情，延迟到

昨天才结束，徐栩升为此还改签

了机票，“借进博会溢出效应的

东风，再努力争取更多订单”。

这样意犹未尽的参展商还不

少。一部分参展商立刻投入进博

集市、“双11”大促等活动抢抓市

场机遇，另一些则终于闲下来，

有机会一睹上海的城市景观。

泰国参展商：一下子
拓展了国内线下渠道

周末的南京路步行街熙来攘

往，600平方米的进博集市一派

热闹景象，徐栩升和同事们正在

卖力吆喝。部分商品在进博集

市刚亮相就断货，有的则是数

度补货，店长只能先将所有库

存都调到集市来。琳琅满目的

商品中，徐栩升发现，卖得最

好的还是进博首发展品“睡眠

喷雾”，“展馆里下订单的主要

是渠道商，没想到进博集市里

消费者也特别青睐它”。

香薰品牌“普达湾”在泰国

很有名气，但直到2019年才进

入中国市场。徐栩升告诉记者，

2019年，“普达湾”品牌主要精

力扑在线上市场，等到开始拓展

线下市场时，却碰上了新冠疫

情，计划因此被搁置。今年4

月，“普达湾”与绿地全球商品

贸易港成功对接，后者发出邀

请：要不要参加进博会？徐栩升

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这是“普达湾”首次参加进

博会，徐栩升形容“大大超出预

期”，她所在的展位在消费品展

区的绿地全球品质消费馆，虽然

只是9平方米标准展位，但由于

跟着绿地参展，不仅特装十分亮

眼，位置也极好，在展馆中央。

“这是小品牌单打独斗所不能比

的。”徐栩升说，6天展会期

间，展位上的人络绎不绝，一下

子把中国市场打开了，“上海、广州、杭州等大城市都有客

商签订单，山东、陕西、甘肃交易代表团的客户也发来邀

请，找我们入驻当地的商场、超市、百货公司”。

突如其来的好生意让徐栩升乐开了花。进博集市结束

后，徐栩升就要离开上海，着手准备对接订单的诸多事宜。

目前“普达湾”在上海还没有落地，部分商品在进博会后将

进驻绿地贸易港，徐栩升也寻思着在上海设点，和其他参展

商一样完成“展商变投资商”的进阶。

孟加拉国参展商：终于有时间看黄浦江夜景

进博会闭幕当晚，一次特殊的浦江游览开始了。在市商

务委安排下，几辆大巴车从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出发，载

着南非、玻利维亚、刚果、尼泊尔、塞内加尔等29个国家

和地区的约80名参展商代表，一起“看上海”。

“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中心，真是太美了！”孟加拉国参

展商Mirajul站在上海最高点眺望黄浦江畔的夜景，由衷发

出赞叹。Mirajul是第二次参展进博会，上一次是2019年，

但由于行程安排很紧，匆匆忙忙，来不及游览上海。“过去

6天，我一直待在展馆里谈交易，这次终于有机会夜游上

海，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谈起交易，Mirajul又兴奋起来。他所在公司从事黄麻等

特色农产品的跨境贸易，没想到在进博会溢出效应带动下，

这么小众的商品都有了影响力，为交易达成打下扎实基础。

他还给记者展示了一张订单，是11月6日与一家四川企业签

订的意向采购单，金额高达70万美元。“对方说很快会到孟

加拉国出差，我周末就启程回国，做好订单的对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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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晶卉

■“你好，  后校长！”

最可靠的主心骨，最可爱的人民

总书记京冀行：一天之内，横跨两省市，七处考察点。冒着严寒，
早出晚归，马不停蹄。“如约”而至，正因“时时放心不下”

 记者手记刊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