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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加快打造国

际知识产权保护高地和国际

知识产权中心城市，更好支

撑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上海市政府与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昨天在沪签署《关

于加强在知识产权领域交流

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上

海市市长龚正、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总干事邓鸿森代表双

方签约。国家知识产权局局

长申长雨、副局长卢鹏起，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

王彬颖，上海市副市长解冬

出席。

根据备忘录，上海市政

府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在

知识产权生态体系建设、知

识产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建设、知识产权运用、知识

产权人才培养等领域深化合

作，推动更多知识产权国际

优质资源落户上海。

据悉，上海市政府与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先 后 于

2014年和2018年签署合作

谅解备忘录及其补充协议，

合作举办上海知识产权国际

论坛，共建上海国际知识产

权学院，联合颁发上海知识

产权创新奖，推动设立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上

海中心。近年来，上海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马德里商

标国际注册申请量等创新指标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根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上海-

苏州”集群位列全球最佳科技集群第5位。上海2家创新

型中小企业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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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昨天9时53分，中国东方航空

（集团）有限公司第三架C919客机执行MU2999调机航班，

从浦东机场飞抵虹桥机场，正式加入东航机队大家庭。

东航此次接收的C919客机为东航首批采购5架中的

第3架，编号为B-919D，客舱布局与前两架保持一致。

日前，中国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在中国商飞祝桥基地，向

东航颁发第三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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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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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往返飞行；今年7月16日，东航接收第二架

C919客机，并从8月4日起与首架机一起执行上海虹桥往

返成都天府的航线。今年9月28日，东航再次与中国商飞

签署购机协议。在2021年签订首批5架的基础上，东航再

增订100架C919客机，向着“飞出安全、飞出志气、飞

出品牌、飞出效益”和规模化运营的目标稳步迈进。

根据东航此前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10月16日，东航

2架C919飞机累计安全飞行1695.48小时，其中商业运行

1079.02小时，累计执行商业航班368班，平均客座率超

75%，承运旅客超4.5万人次。从目前运营下来的情况看，

C919在可靠性、稳定性和运行成本方面都好于预期。

前两架累计安全飞行    .  
小时，承运旅客超 . 万人次

东航接收第三架C   客机

本报讯（记者王宛艺）以“帮助他人，阳光自己”为
主题，第三十届“蓝天下的至爱”系列慈善活动昨天开

幕，将持续43天直至明年1月20日。据悉，全市将举办

各类慈善公益活动356项，通过“科技赋能、乡村振

兴、凡人善举、爱心打卡”等形式和内容开展，并结合

线上线下等互动形式，让更多市民参与进来，感受全城

慈善氛围。

“蓝天下的至爱”系列慈善活动走过近30年，不少业

内专家认为，近年来，特别是2016年《慈善法》出台以

来，本市慈善事业从“小慈善”向“大慈善”逐渐转变，

不仅慈善事业的范围大为拓宽，慈善组织的运作理念、模

式机制等也有较大改变。以慈善基金会为例，慈善将不只

是停留于社会救助的功能，而是覆盖整个公共服务领域，

融入整个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当中。

“慈善是一座城市的文明尺度，也是一座城市软实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慈善扎根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

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同时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离

不开包括慈善在内的精神文化引领。”市慈善基金会理事

长钟燕群说，“蓝天下的至爱”一直在致力于传播“人人

可慈善，行行能慈善”“依靠社会办慈善，办好慈善为社

会”理念和“帮助他人，阳光自己”主题，成为一张亮眼

的“城市名片”，同时也为公众提供了一个更加便于参与

慈善活动的平台，体现上海的温暖。

现场，“蓝天下的至爱——孝亲敬老、蓝天至爱计

划”系列项目资助签约，爱心企业向市慈善基金会捐赠

500万元，定向用于孝亲敬老和蓝天至爱计划资助项目

上，让更多的老人和公益项目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此

外，众多爱心企业和单位向市慈善基金会及各区代表处捐

赠爱心善款及物资，支持上海慈善公益事业。

活动现场，长宁区新一轮慈善公益项目发布，包括

资助敬老院护理员开展技能等级培训；关爱老党员，为

困难老党员购买生活用品；为区内敬老院、护理院的80

岁以上、全卧床老人和孤老理发等。长宁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进一步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

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全力推动慈善事业

高质量发展。

当天，第九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颁奖典礼同步举行。

《我和我的小店》 系列获得微电影组一等奖，作品秉持

“每一份善意，都值得被看见”的初衷，用镜头记录了公

益小店主做主角的一个个温馨的故事。

市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张华介绍，自2015年举办公

益微电影节以来，参与者们一直坚持用微电影来传递“爱

的信息”这一初心，发挥公益微电影传播交流平台功能，

将感人的故事通过微电影和短视频的形式进行记录，形成

公益慈善暖流，温暖每一个人。

第三十届“蓝天下的至爱”开幕，
将持续  天举办   项活动

让公益慈善暖流温暖全城

本报讯 （记者王彦）荧屏首播，互联网
多平台同步，国际版权与国内博物馆授权签

约——昨天，大型纪录片《何以中国》以一场

全方位的“播出”，正式把多元一体中华民族

的形成和中华文明创生的故事介绍给不同地

方、平台的受众，将“中国人缘何文化自信”的

血脉觉醒说与世界。

昨天，上海出品大型纪录片《何以中国》

开播仪式在京举行。该片立足“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和“考古中国”的重大研究成果，系统性

地追溯中华文明的根基、起源、形成与早期发

展历程，由国家文物局、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指导，上海文物局支持，上海广播电视台制作

出品，入选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纪录

中国”传播工程支持项目和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十四五”纪录片重点选题名单。

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以其突出的连

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成为

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当代中国文化的

根基、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

文化创新的宝藏。百余年来，经由一代代考古

学家们的努力，实证了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

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何以中国》正

是一部立足考古实证、文明溯源的纪录片，从

时空的长镜头探寻中华文明形成、发展、壮大

的客观规律和内生动力。

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任学术总顾问，近百

位中国考古学家组成阵容强大的专家顾问团

为《何以中国》提供学术支持。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一至四期首席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教授赵辉评价这部作品：“既是万年中华文明

的历史缩影，也是对百年中国考古学史的真挚

纪念。”他认为，“可以把《何以中国》看作一部影

视化形式的早期中国文明简史”。

发布会上，上海广播电视台与华纳兄弟

探索集团签署合作意向备忘录，标志着《何

以中国》将启动国际版的制作和传播，向国

际社会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同时，纪录片

《何以中国》的版权也被授权给了全国范围

的博物馆。首批收藏《何以中国》的博物馆

有18家，包括中国考古博物馆、辽宁省博

物馆、上海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良渚博物

院、河南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馆、四川广汉三

星堆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等，都是与中华

文明探源及早期发展密切相关的文物收藏、研

究、保护、展示、传播机构。未来，纪录片中

的影像素材，将作为各大博物馆展示内容及公

众教育的一部分，凭借其鲜活的视听语言，讲

述中华文明史的精彩故事。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

群，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嘉鸣出席

开播仪式。

上海出品大型纪录片《何以中国》开播仪式在京举行，
国际版权与国内博物馆授权同步签约

将“中国人缘何文化自信”的血脉觉醒说与世界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贯彻落实深入推进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精神高水平建设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工作推进会获

悉，经过4年建设，示范区已累计形成136项

制度创新成果，其中38项已面向全国复制推

广；持续推进145个亮点项目建设，“一厅三

片”重点区域已启动实质性开发；示范区开发

者联盟已集聚64家高能级主体，为示范区建

设赋能。

示范区执委会还在现场与上海青浦、江

苏吴江、浙江嘉善“两区一县”共同举办2023

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重点项

目签约，包括2个重大合作、6个重点产业项

目，总投资167亿元。

深耕一体化制度创新试验田

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2年，示范区“两

区一县”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5%；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9.1%；上市公司数

量从44家增至75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从1560家增至2924家。全国首部跨行政区

国土空间规划也获得国务院批复，水乡客厅

标志性工程方厅水院开工建设，跨省域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式揭牌……可以说，经过

4年持续推进，示范区建设的“四梁八柱”已

初步形成，制度创新度、项目显示度和民生感

受度不断提升，具备了功能跃升的坚实基础，

展现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崭新面貌。

具体来看，示范区建设成果主要体现在

“一张图”“一把尺”“一体化”“一网办”“一卡通”。

实行规划“一张图”，“1+1+N+X”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基本确立，实现“一张蓝图管

全域”。

形成环保“一把尺”，建立生态环境治理

“三统一”制度，示范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

物多样性日益丰富。从2019年到2022年，示

范区地表水优Ⅲ类断面比例从 75%升至

96.2%，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优良率从

78.4%升至83.3%，“一河三湖”重点跨界水体

水环境质量已提前达到或优于2025年目标。

推进市场一体化，成立跨省域高新区，形

成示范区人才建设、产业链强链补链、“5G+

工业互联网”一体化融合发展等“一揽子”举

措，示范区“E企融”信易贷服务平台跨域授

信已入驻金融机构36家，累计授信1023笔，

累计金额43.71亿元。

开展政务“一网办”，打通“两区一县”政

务服务接件平台，实现跨省通办事项的“去清

单化”，推进“电子证照”共享互认。

推进民生“一卡通”，推出4批、57项共建

共享公共服务项目清单，推动民生服务事项

实现跨域无感。以社保卡为载体的“一卡通”

已覆盖283万居民，8条示范区跨省公交线路

累计发送乘客超307万人次；85家医保定点

医疗机构、872家定点零售药店实现跨省异

地医保直接结算，惠及246万参保人员。

聚焦创新， 个重点项目签约

昨天现场签约的2023年重点项目，包括

提升示范区创新策源功能、共建示范区绿色

金融普惠金融2个重大合作，以及华新 ·中交

数字智造港产业园、迪信通DST工业机器人、

合盛硅业超容锂电产业链等总投资167亿元

的6个重点产业项目。

据介绍，在提升示范区创新策源功能合

作方面，签约各方将聚焦共同培育“创新孵

化”新模式、共同探索“创新策源”新范式、共

同链接“创新服务”新资源、共同引进“国际一

流”新人才等方面开展合作，包括青浦复旦国

际融合创新中心，同济大学南京大学污染控

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

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心，华为公司AI大模

型创新实验室等一批重点项目。

在共建示范区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合作方

面，签约各方将围绕长三角普惠金融示范区

建设目标，深化跨区域普惠金融改革创新，共

促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科创金融融合发展，

包括共同深化示范区金融同城化、共建示范

区金融创新实验室、共促示范区普惠保险发

展、共推示范区REITs项目试点。

形成   项制度创新成果、持续推进   个亮点项目建设

长三角示范区建设“四年报”有哪些看点

本报讯 （记者张天弛）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又有新进展。记者从市水务局获

悉，淀山湖堤防达标及岸线生态修复工程（二

期）已于日前开工，二期工程全长约3.87公

里，主要内容包括新改建堤防和贯通防汛道

路等内容，计划于2025年5月底建成。

淀山湖地处太湖流域东南部，是太湖流

域第二大省际边界湖泊，是示范区“一河三

湖”生态格局中横跨上海和江苏的核心跨界

水体。淀山湖上海段岸线总长31.3公里，约

有17.7公里岸线尚未系统整治，“十四五”期

间将分三期完成，一期工程已于去年初开工，

预计今年内完成。

据市水务局介绍，二期工程以“白鹭伴

水，轻盈田园”为特色，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淀

山湖西部岸线堤防达标和岸线生态修复，进

一步打造世界级著名文化生态湖区。

此工程总体布局结合了一体化示范区国

土空间规划，上海江苏两地不同的湖泊岸线

功能、腹地肌理和土地利用情况，设计风格力

争与周边风貌相协调，最大限度提升景观绿

化品质。同时，结合淀山湖整体风貌布局，还

将打造融合文化创意、水乡文化的创新滨水

空间，与正在建设中的一期方案及后续三期

方案相衔接。

淀山湖岸线生态修复工程二期开工

开箱、取出、点交、固定进“气候箱”……

在经历了近两个小时细致入微的准备工作

后，意大利唯一可出境的达 · 芬奇油画真迹

《头发飘逸的女子》被固定在上海博物馆二楼

展厅的展墙上。视线左移穿过一道拱门，是

已完成布展的同时代中国明代画家唐寅名作

《秋风纨扇图轴》，画中仕女与达 ·芬奇笔下最

具东方神韵的女子隔空对望，仿佛中西方艺

术家穿越时空的对话。

今天起，18件文艺复兴艺术珍品和18件

中国古代绘画名作同场展出，拉开上博“对话

世界”文物艺术系列大展的第三展“对话达 ·

芬奇——文艺复兴与东方美学艺术特展”的

帷幕。这是中国迄今为止阵容最强的达 ·芬

奇真迹展，也是上博首次推出东西方绘画艺

术对话的原创大展。为什么要举办这样的对

话展？展品选择和展陈设计怎样实现有效对

话？观众如何欣赏？本报记者专访了上博馆

长褚晓波、意大利方面策展人达仁利、上博书

画研究部主任凌利中。

文汇报：今年五月份闭幕的“从波提切利
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在展98

天接待42万余人次观众入场参观，已经充分

证明引进展在商业上的成功，这次为何要首

度尝试东西方绘画艺术对话展？

褚晓波：“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确实
很轰动，参观人数、门票销售、文创销售都创

了中国收费展览的最高纪录，但是我们冷静

下来思考，这说明了展览运营或是市场营销

上的成功，不是真正意义上文化的成功。我

们也从中认清未来更重要的使命，即对上博

来说，如何在文明交流互鉴当中提升艺术话

语权，通过我们的专业，让世界同行认可中国

文博机构的研究能力和策展水平。

文汇报：如何遴选此次展览的作品？
达仁利：上博是重要的文化展示窗口，也

是国际文化交流的会客厅，再加上馆藏丰富

的艺术资源，为对话提供坚实基础。听说这

次展览在上博举办，帕尔马国家美术馆慷慨

地拿出镇馆之宝《头发飘逸的女子》。全球公

认的达 ·芬奇油画真迹不超过20幅，珍贵程

度不言而喻。这次来中国，馆方把为其专配

的文艺复兴时期画框和能保持恒温恒湿的玻

璃罩也一同“打包”从意大利空运至上海。

这是一次艺术与科技、东方与西方的凝

视。我们从盎博罗削图书馆引入了《大西洋

古抄本》11幅珍贵手稿，展示达 ·芬奇在建筑

学、机械学、几何学、解剖学、植物学等多学科

上的才能。此外，还引进了米开朗基罗的两

幅素描，以及达 ·芬奇弟子波塔费奥、梅尔齐、

卢伊尼的四幅肖像绘画作品。

凌利中：上博拿出了从五代到明朝500

年间的18幅绘画珍品参与对话，主要从两个

维度考量：一个是时间相近性，选择和达 ·芬

奇处于同一时代的艺术家，呈现十五世纪东

西方两大艺术重镇吴门地区与佛罗伦萨地区

的文化差异与共识。另一个是相同的绘画题

材，中西方画家的表现手法与风格有何异同。

文汇报：要看懂门道，观众可以从哪些方
面入手？

凌利中：最直接的就是同一时期。与达 ·

芬奇同时代的中国画家，其中的翘楚非吴门

地区的“明四家”莫属，即沈周、文徵明、唐寅

和仇英。以仇英《临宋人画十五开册》为例，

此次展览选出的六幅画面与文艺复兴时期西

方画家的作品对应。《半间秋光》中，一名女子

正对镜端详，“照镜子”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个

重要象征，代表着画家的关注对象从神到人，

越来越关注自我。《村童闹学》中，一名孩童拿

着纸笔偷偷画在打瞌睡的老师，这与西方的

写生异曲同工。

同题材作品中，观众能直观感受到东西

方艺术的异同。比如，米开朗基罗的素描

《腿》，骨骼肌肉十分写实。郭诩的作品中同

样出现了骨骼肌肉，但与文艺复兴时期西方

绘画中如解剖一般精准的写实不同，明代绘

画对人体的描摹更具观念性和情感。在马、

桥、木亭等处理上，中西方艺术家各有特色。

而《头发飘逸的女子》虽然人物五官精致立

体，但飞扬的头发却寥寥数笔，还露出似有若

无的神秘微笑，以留白方式给观众想象空间，

这与许多国画手法不谋而合。

许多人认为中国绘画偏写意，西方艺术

偏写实，其实也不全然。这次年代最早的一

幅五代宋初《闸口盘车图》所绘“双轮驱动”的

水磨装置，以及画中的透视法，可以与达 ·芬

奇手稿中的机械设计比精细。观众可以感受

的“对话”还有很多，比如，达 ·芬奇有工作室，

与明代吴门地区画坊的运作机制相似。

文汇报：展览展陈设计令人耳目一新，请
谈谈构想？

褚晓波：此次展陈将展厅划分为多个空
间。达 ·芬奇领衔的18幅西方艺术作品位于

主轴线上，18幅中国的绘画作品则以半包围

形式围绕其展开叙事。透过一扇花窗、一道

拱门，中西方绘画遥相呼应，突出“对话”，也

增加“曲径通幽”的意境之美。展厅的设计打

破以往的固定参观路线，空间上营造一种更

加多元的参观动向。展厅内的拱门、花窗是

一次全新的尝试，营造一种时光轴的感觉。

达仁利：这个展陈创意是为了让观众去
认识、发现与探索，整个展览不只一条展线，

人们可以随意在空间内穿梭，充分调动想象

力与观察力，从画作中找到超越绘画流派、年

代的内容。想象一下，达 ·芬奇如果来过中国

会怎样，他遇到唐伯虎会说什么？

“对话达 ·芬奇——文艺复兴与东方美学艺术特展”今天在上博揭幕

东西方绘画同场对话，如何看门道

此次特展

将持续至明年

4月 14日，展

出包括达 · 芬

奇的旷世杰作

《头发飘逸的

女子》（左图）

在 内 的 18件

文艺复兴艺术

珍 品 和 18件

中国古代绘画

名作。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