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沈湫莎

凶悍却不失蠢萌的暴龙、捍卫后代

的窃蛋龙、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上海

自然博物馆的“顶流”们在设计师笔下有

了自己的IP形象，未来公众可在水杯、服

装、挂件、手办等文创产品中见到它们。

上海自然博物馆日前首次推出官方

IP图库，包含“恐龙地带”“生命长河”

“珍稀 ·珍惜”三个主题图库，共计24个

IP形象。这套上海自然博物馆独有的

IP图库，既可用于馆内的文创开发，也

可用于外部的文创授权与合作。

上海自博馆是全国最大的自然博物

馆，展示标本达1.1万余件，这些形象为

IP图库提供源源不断的设计灵感。记者

获悉，上海天文馆、上海科技馆的IP图

库也已“在路上”。随着上海科技馆三馆

IP生态不断完善，文创发展也将提速。

文创产品开发有了创作标准

上海自然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商店曾

经火爆一时，但其自研产品占比一直不

高。如何将馆藏资源变成游客们愿意带

回家的文创产品？自博馆近年来做了不

少探索，比如推出“干饭了霸王龙”主题

巧克力味雪糕，将被网友做成表情包的

非洲萌狮制作成手办等。

然而在文创产品开发中，标准缺失

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自博馆文创团队。“以

前制作文创产品的方法，就是带着企业

到馆内参观，不同企业设计的形象差异

很大，科学性也无法保证。”上海科技馆

展览研发中心文创事业部部长沈颖说。

作为上海市首批文创开发试点单

位，上海科技馆整合藏品资源，制定了

《2023-2025年上海科技馆文创发展三

年行动方案》，组建了跨部门文创团队，

形成了上海科技馆IP确权授权的操作

指南，促进多元化的文创发展。

IP授权的方式大大加快了文创产

品的生产效率。上海科技馆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周巍表示，之前一款文创产品

的开发周期要3到6个月，现在几天就能

完成打样。

  图案设计兼顾美观与科学

上海自博馆建筑面积达4.5万平

方米，展示了来自七大洲的1.1万余

件标本模型，其中珍稀物种标本近千

件。此次首批推出的 24个 IP形象，

其中不少是自博馆的独家展品或网络

“顶流”。

比如，长脖子的合川马门溪龙原是

上海老自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现展出

于自博馆的“生命长河”展区，观众参观

时还能时不时听到它发出的“吼叫”；该

展区中的另一件非洲狮标本则因“充满

智慧”的眼神走红网络，成为表情包与梗

图的常客。

“我们在设计IP时既要还原展品的

特点，又要把握其科学性。”沈颖举例

说，一开始在设计马门溪龙的IP图案

时，为了让其形象显得活泼俏皮，设计

师将恐龙的前腿高高抬起，科学顾问则

提醒，这不是马门溪龙可以达到的抬升

幅度；而原本设计师笔下的小盗龙羽毛

是克莱因蓝色，科学顾问表示，颜色应

该要更深一些。

沈颖说，为了兼顾美观与科学，设计

团队在动物的生境上做了很多尝试，表

现出丰富的肌理与层次，使整体画面更

富有质感。

打造更具沉浸感的参观体验

IP形象不仅可以化身让观众带回

家的文创产品，也可打造更具沉浸感的

参观体验。在自博馆的1868咖啡馆，不

仅咖啡杯印上了“恐龙地带”的IP图案，

现场售卖的蛋糕也有暴龙、窃蛋龙、沱江

龙、中华龙鸟等不同样式可供选择，未来

的餐盘、餐巾纸也会印上自博IP图案。

自博馆首批IP图库一经推出，就引

来不少合作伙伴的关注。发布当天，馆

方与金光集团等合作单位进行了授权签

约。上海天文馆、更新改造后的上海科

技馆也将陆续推出各自的IP图库，由此

拓展科普场馆与公众互动新玩法。

上海科技馆后勤管理处副处长包李

君表示，影视、教育活动、馆藏、科普游戏

是上海科技馆的四大文创资源，有了IP

图库，就等于有了文创开发的“基石”，可

以在文创多元化探索中更有作为。与此

同时，相关知识产权工作也在同步推

进。目前馆方已在制作IP确权手册，覆

盖生产、设计、打样、对外合作以及IP确

权的全链条。

上海科技馆三馆整合藏品资源，组建跨部门团队，加快文创产品开发与授权合作

  如何拓展科普场馆与公众互动新玩法

上海自然博物馆推出“恐龙地带”等IP图库。（均上海科技馆供图） 制图：张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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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徐汇区凌云街道今年加装

的第100台电梯交付。

凌云街道，典型的居住型社区。

房屋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造的多层

建筑为主，5至7层且没有电梯住宅楼

共有2282个单元，涉及约8万居民，其

中不少是老年人。

凌云街道首台老房加梯前后花了

3年，于2019年“问世”。“老人不想挪

窝，想在最熟悉的地方过熟悉的日

子。加梯，成了提升生活品质的直接

方式。”

加梯至第5个年头，凌云街道没

出现“乏力”，仍在不断提速，前不久创

下80天完成100台加梯签约的纪录，

速度位列全市前列。也常有居民不断

询问：我们这个“硬件限制”有办法突

破吗？一再提速的背后，依仗的是在

实践中愈加完善的创新机制——成立

由街道城建中心和街道自治办双牵头

的加梯办公室，并逐步积累和形成党

建赋能、组团调研、压实责任、批量冲

刺、典型引路、多措帮扶、居民自治、党

员带头、一线指导、合力解难、整体评

审、强化监管为主要内容的“凌云加梯十

二法”。管理办为管线移位，把水电煤单

位跑成娘家；城管指导如何在围墙外搭

脚手架……各方劲往一处使，让加梯各

项环节少走弯路。

“加梯后的   件事，都
与我有关”

“这几年居民们眼见为实，加梯心态

有了明显变化。”第100台交付电梯所在

的闵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蔡静感叹：“加

梯更易，也更难了。”

加梯全面推进的2021年，没有先例

可循，“吃螃蟹”的尝鲜者居多，“居民不

想装更多是心态上的观望迟疑，如何去

理解接受这一新生事物。”

如今直面的是更多客观的难：加一

部梯，楼幢前要挤掉4个停车位，去哪儿

挖潜？年轻居民尚在还房贷，如何一下

子拿出这笔钱？还有更多后续的运维问

题，能不能实实在在管起来？

这需要街道和居委会对症下药，拿

出实际举措，譬如为停车位调整动线、调

整绿化布局等。

在舒乐小区，近期刚完成了局部道

路优化改造，挤出30余个车位的增

量。拓路的同时，通过增加屋顶绿

化、棚架绿化、垂直绿化形式以平衡

绿化总量，“其面积的35%可折算为绿

地面积”。

街道对于生活困难的家庭，试点通

过金融信贷、亲属资助、厂商让利，以及

创新开展凌云社区基金会“梯”升幸福、

暖心关爱项目帮扶相结合，多措并举解

决费用筹措问题。加装中，街道与银行

对接“加梯贷”产品以及徐汇区公积金管

理中心，探索电梯加装资金专户监管模

式，实现资金全过程管控。

凌云街道加梯办公室主任辛元平打

趣，此前一场加梯会，小区周边房产中介

也“潜伏”进来，等加梯签约后当场与业

主沟通租赁和买卖价格。低层楼居民原

本担心自家房价下跌，现在也放了心，重

新考虑加梯诉求。

从前蔡静觉得，把居民意见统一签

了约，这事儿就搞定了。现在签约只是

开始，后续施工、交付、维保等才是考验

工作成效的关键，“加梯后的100件事，

都与我有关。”

定期组织电梯质量“回头看”

辛元平的另一重身份，是凌云街

道城建中心主任。“街道把加梯纳入全

周期管理考量。建设落地是一个开

始，管理使用的落地才是关键的后半

篇文章。”

在凌云街道，今年起探索定期组织

电梯质量“回头看”——街道干部叫上居

民区居民、代建监管单位、设计单位一起

来看电梯使用情况，再反馈相关问题。

譬如在个别楼栋出现的“窗户关不严”，

虽是“无伤大雅”的小毛病，也必须整

改。对于投诉较多、问题集中的加梯单

位，街道探索“黄牌”警示制度，倒逼加梯

单位提升施工质量。

加梯行至今日，余下的居民楼多是

列表上的“较难加装”“不适合加装”。街

道干部想方设法“遇山开路，遇水搭桥，

老百姓有意愿就要做”，同时也更注重一

系列监管。

譬如，舒乐小区1、2、3号楼的三

台电梯，挨着地铁站出站口，涉及地铁

监护公司及交通委审批，施工中用钢管

桩替换了传统的混凝土桩。施工期间全

程受地铁监护公司监测施工情况，并持

续追踪。

小区也顺势把加梯后期使用管理落

为细则，纳入物业服务管理合同。辛元

平说，物业单位成为加梯构架的一部

分，才能实现闭环。街道管理办聘请有

资质的监管单位，对电梯的关键节点进

行把控。

加梯契机，也让更多年轻人走出家

门，他们用人工智能软件做会议记录，设

计微信问卷，让社区阿姨爷叔志愿者耳

目一新。“加梯，成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的契机。”梅陇六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卫

华感叹道。

从三年交付 台到一年加装   台，徐汇区凌云街道消除“卡点”

凌云加梯十二法：各方劲往一处使

■本报记者 王宛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