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诚，是我安身立命之本。作为历经半

个世纪文坛艺坛风雨阳光的评论家，我一如

既往要求自己，以无比的虔诚对待写作，以

无比的坦诚对待内心，以无比的热诚对待生

活，以无比的真诚对待世界。”昨天，“呼唤真

诚——毛时安从事文艺评论工作50周年暨

舞台艺术评论研讨会”在上海文艺会堂举

办，毛时安道出内心的四个“诚”。

1973年5月，25岁青年工人毛时安在

《美术资料》发表《众志成城 战无不胜——

评油画〈铜墙铁壁〉》，这篇数百字美术评论

让他从此与文艺评论事业结缘。50年来，毛

时安活跃在文艺现场，积极关注文学艺术创

作现状和潮流变化，为推动上海文艺创作繁

荣笔耕不辍，被誉为“新时期以来上海最具

代表性一位文艺理论批评家”（吴俊语）；他

的文学评论“几可勾勒出三十年的文学概貌

以及他的三十年人生”（王安忆语）。

在中国美协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原副主

席冯远看来，毛时安的美术评论有文学性

和可读性，“他非常理解画家，他写贺友直

先生幽默以外的善良，写方增先先生内心

对艺术的孤独追求，写程十发先生游弋在

艺术与时代之间的国画，写朱屺瞻先生的

宅心仁厚……都非常到位。他对海派绘画的

宏观阐发，气势磅礴，充满新意。他还积极参

与了海平线美术展、上海双年展、精神与品

格油画展等众多重要画展的策划和组织工

作。他能根据不同画种、不同画家，以不同风

格的语言相对应，老老实实地讲真话，时不

时有如华彩乐段般赏心悦目的文字。”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

会原主席仲呈祥评价毛时安“确实抓住了文

艺理论批评主体的两个关键：一是视野、二

是视点”。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称他为“一

位敢说话、说真话的老朋友”。话剧表演艺术

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形容他“仿

佛是一条绕回来的河”，在创作者面前掀起

浪花，能听到他对作品发自内心的真切而真

诚的观感。

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回忆他与毛时安、

陈思和合作《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专栏，

“我们三人为了一个标题、一个段落甚至一

句话而互相争论……盼望毛时安继续爽朗

争论。”

在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王纪人看来，与

“就作品论作品”的评论相比，毛时安的评论

更有现场感和接地感，因为他的岗位“始终

在创作的现场”。中国戏曲学会会长王馗评

价，毛时安的文艺评论充满理论家的严谨与

敏锐，张扬着对专业创作的准确回应，以温

暖而不失严厉的同情理解，契合并引领着创

作者的创造逻辑和思维空间，形成评论与创

作的良好互动。

毛时安从事文艺评论工作  周年暨舞台艺术评论研讨会举行

他的岗位“始终在创作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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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亮执棒下，上海爱乐乐团为现

场观众带来《春之声圆舞曲》《花之圆

舞曲》《卡门》《花好月圆》 等中外乐

曲。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韩蓬带来歌剧

选段 《我的太阳》《女人善变》，女高

音歌唱家赵丽丽献唱歌剧选段 《我亲

爱的爸爸》《珠宝之歌》，而两位歌唱

家共同唱响的 《饮酒歌》 则将现场气

氛推向了高潮。

现场的市民游客纷纷将这道独具

上海特色的文艺风景线分享到了网

上，有的短视频收获了上万条点赞和

转发、播放量突破百万。“期待下一次

不经意的相遇”“这就是上海！”“喜欢

上海的理由从此又多了一条”……短

视频下的评论区真情涌动。正如上海

爱乐乐团的策划者所期待的那样：“我

们希望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浸润城市

肌理，打造‘全民、全龄、全域、全

时’的公共文化空间，让人人便参

与、人人可体验、人人有收获，滋养

市民的美好生活。”

近来走出剧院“占领”商圈的不只

有上海爱乐乐团一家。改编自托尔斯泰

《战争与和平》的百老汇音乐剧《娜塔

莎、皮埃尔和 1812年的大彗星》 剧

组，上周末也走进了静安区的晶品商

场，8位主演联袂献上剧中4首经典唱

段，还邀请现场观众进入场内学习剧内

舞蹈动作，沉浸式展现“要活着，要

爱，要有信仰”的作品内核。有网友感

叹：“音乐剧天生和上海真是绝配，好

喜欢这种热烈浪漫的情绪。谁能不爱这

座‘爱乐之都’呢？”

街头顶流歌手的“鸟
巢”效应

路人和游客“秒变”观众，除了商

场的不期而遇，还发生在上海公园的街

艺现场。街头艺术家“罗小罗”是市

民心中的“顶流歌手”，冬日里一曲

《恰似你的温柔》，温暖了现场的听

众。在这样的现场，音乐似乎更容易

变成一种“综合艺术”，与每个人的生

活发生深层联接。“罗小罗”经常现身

上海静安公园，他的歌声纯粹清澈，配

上“小廖同学”的和声与伴奏，形成

“鸟巢”效应——男女老少长久驻足，

前排席地而坐、后排踮脚眺望，一圈圈

观众筑成流动的“鸟巢”式观众圈。礼

貌安静的听歌现场，也尽显这座城市的

百姓对街头歌手的尊重。

“罗小罗”一首简单的生日快乐

歌，让观众如暖流加身，而“总是真情

贯穿始终”的音乐视频被无数人发在网

上。一首老歌《风沙》的单曲视频，其

点赞量与转发量均超过十万，网友动情

地说：“一首歌‘好听’不难，但‘打

动人心’并不易。这首听得耳朵起茧的

歌，想不到今天听‘罗小罗’唱时，眼

泪都要流出来了。”还有网友自动转发

“罗小罗”的演出时间表，期待“下个

周末见”。从街头到网络、再从线上回

到线下，音乐带来的温暖在人们的指尖

和心头流动，美好和治愈的能量在城市

中接续散发。

记者采访中发现，“罗小罗”表演

所在的静安公园，早已拥有“街艺基

因”，其“大铜牛”雕塑前的表演点在

十年前就被命名为“上海街艺发源

地”，而如今也成为本地居民与外地游

客赏乐的好去处。上海街艺节主办方负

责人说：“上海街艺的特点就是选择老

百姓喜欢的作品，用贴近群众的方式去

演绎。”有多年街头演出经验的小提琴

手韩钟洙说：“在街头，每一天甚至每

一曲每一分钟都有新的观众，近距离看

到大家陶醉的表情，让我真切地感受到

音乐创造出的幸福感。”

这个冬日，丰富多彩的演出以不同

的形式持续渗入这座城市的“毛细血

管”中，市民们时不时“转角遇到

爱”“邂逅高雅艺术”。而其背后是上

海近年来持续以文化“微更新”方式

焕新城市公共空间，在沿江沿河、社

区园区、楼宇商场、绿地公园、街区

广场等空间植入阅读、展览、演艺等

文化元素，不断提高文化惠民服务的

覆盖面。艺术暖流涌动，城市脉动不

息，这正是市民生活幸福感与申城魅

力指数不断上升的写照。

街头商场皆舞台：喜欢上海理由持续“+1”

本报讯（记者占悦）民建上海市委昨天召开十四届三次全
体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

和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精神，以及民建中央十二

届二次全会精神；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民建上海市第十四届常务

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内部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增补了民建

上海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

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副市长、民建上海市委主委解冬代

表民建上海市第十四届常务委员会作工作报告并讲话。

民建市委十四届三次全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前11个月，普陀区生命健康产业区
级税收贡献度同比增长24.78%。这是记者从前天举行的普陀

区生命健康产业发展联盟大会获得的信息。

普陀区生命健康产业发展联盟成立至今，成员单位由37家

发展到100余家，涵盖生命健康产业重点企业、园区载体、科研、

金融、高校、行业协会等多个领域。产业联盟充分发挥政府和

产业界双向沟通平台的桥梁作用，努力当好联盟成员单位的

“服务员”，充分调动各成员单位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方面

的优势，为生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担当。

为推动生命健康产业均衡发展，联盟内首个聚焦生命健康

产业细分领域的高端医疗器械专委会正式成立。专委会将更

好地推动微创介入与植入医疗器械、医学影像设备、高端治疗

与监护设备、临床诊断试剂及仪器等细分领域的集聚发展。

下一步，普陀区将依托产业发展联盟、医疗器械专委会，进

一步锻长板、补短板、育新极，推动高端医疗器械高端化、集群

化、品牌化发展。目前，全区已集聚高端医疗器械企业75家，到

2026年，目标集聚高端医疗器械企业200家以上，产值规模翻一

番。通过实施高端医疗器械发展行动计划，开展链主领航工

程、创新孵化工程、载体支撑工程、生态赋能工程、金融助力工

程，构建高端医疗器械产业链、创新链相对完善的生态体系，打

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医疗器械产业创新高地。

普陀区打造医疗器械产业创新高地

    年集聚企业逾   家产值翻番

本报讯 （记者吴金娇）12月4日至
13日，上海海洋大学团队搭乘中国科学

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探索二号”

科考船及“深海勇士”号载人深潜器，

组织TS2-30-3航次赴“海马”冷泉，

顺利完成了上海海洋大学首批次南海冷

泉载人深潜任务，并对上海海洋大学自

主研发的全海深原位培养与取样装置开

展测试，完成了国内首个冷泉环境耗氧

通量的观测实验，填补了国内海底冷泉

环境耗氧通量评估研究的空缺。这是记

者最新获悉的消息。

此次任务由上海海洋大学冯东教授

团队青年教师宫尚桂博士、王旭东博士

和在读博士研究生傅建融完成。团队在

8天的作业时间内，完成了6个潜次的

科研任务，最大下潜深度1432米。

“每次下潜时长都超过八小时，每

次下潜采集的样品至少还需要十小时完

成前处理、测试与保存等工作，工作强

度比较大。”宫尚桂介绍，“深潜对装备

成熟度、队员心理生理状态、团队配合

默契度等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深潜航

次队员们不仅克服了海上不利工况，还

突破了能力极限，在24小时内完成两

次下潜，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既定的下潜

任务与目标”。

王旭东介绍，团队共采集了不同冷

泉生境沉积物插管50根，块状和烟囱

状冷泉碳酸盐岩60多公斤，生物类型

十余种，千余个孔隙水样品，“深潜航

次带回的样品，为推进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等多个课题提供了样本和基

础数据保障，也为上海海洋大学在深海

极端环境过程与资源方向的研究积累了

宝贵经验”。

科学和技术深度融合的载人深潜，

已成为引领新时代海洋科学的发展方

向。“本航次深潜成功，我们也顺利完

成了团队里的‘传帮带’。”冯东说，上

海海洋大学极端海洋过程与资源研究中

心主任陈多福教授早在2002年就通过

载人深潜器对墨西哥湾海底冷泉和水合

物进行了实地考察，冯东是 2013年

“蛟龙”号首个实验性应用航次的首批

下潜成员。本次科考，航次执行首席宫

尚桂和核心成员王旭东也成为了新一代

的深潜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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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邻彭浦新村地铁站一号口的人行天

桥，是彭一小区居民轻车熟路的“景观位”：

彭一住宅小区旧住房拆除重建工程项目的

施工进度尽收眼底。昨天，上海断崖式降温

却挡不住街坊邻居热切的脚步，他们顶着寒

风赶来见证激动人心的时刻：作为目前全市

非成套拆除重建改造项目中建筑体量最大、

居民户数最多的非成套旧住房小区，彭一住

宅小区旧住房拆除重建工程项目主体结构

全面封顶，2100余户居民的“新居梦”进度条

再次刷新。根据目前工期，预计2025年春节

前后实现建设完工，居民群众可尽早住上电

梯房。

居住环境改善了，周边生活服务配套

也得跟上。2025年将同步建成一个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以及生活服务馆、党建文化

馆、体育健身馆。

“独立煤卫就是享福”

“家里没淋浴，冬天洗澡伤筋动骨”

“卫生间合用，早高峰对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厕所都要排队”“独立煤卫就是享

福”，项目封顶现场的人群中，不少邻居是

儿时伙伴，每一句都能引起共鸣。

彭一小区80岁以上老人有585位，街

道干部在一次调研时听闻老人感叹：“等房

子造好不知什么时候，我们还能不能盼到

那一天。”于是，街道、居民区克服重重阻

力，一次性完成彭一旧改。“我们实现了

2110户居民整小区‘打包’一次性同步改

造，比原定计划足足提前10年。”彭一居民

区党总支书记李锋介绍。

此次改造采用拆除原有多层建筑，按

原有居住标准新建多层、高层民用建筑，

总建筑面积21.08万平方米。包括1至17号

楼和地下车库 （两层） 共18个主要单体，

建筑高度为8至19层，设计住宅2242套，

提供地下机动车停车位1615个，非机动车

停车位2400个，以及相关配套。

人群中，66岁的爷叔万月圆拿自己名

字打趣：“月圆人团圆，我们邻里团圆的日

子也近了”。

对居民影响降至最低

还没跨出工地，就能听到四周人声鼎

沸，工地被几个居民区近万名居民环绕。

“尽管项目工期紧、任务重，我们还是

尽可能把对居民的影响降到最低。”项目管

理团队相关负责人举例：比如合理安排作

业时间，与街道、居委会、物业等沟通，

做好与居民的协调工作；易产生噪声的作

业设备，安放在施工现场远离居民区一侧

的位置，并在设有隔音功能的临房、临棚

内操作等。

为保障涉改居民权益，街道还多方约

请、持续推动、有效探索，今年重点推动

了2项试改试行工作落地见效。

静安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其一是推动

“涉改房屋地址名册”工作，即只要通过市公

安局静安分局人口办、房管部门和属地街道

等5方联合盖章确认，因拆除重建而暂时灭

失房屋地址的涉改居民办理户籍事项不受

影响。过渡期中，依附于彭一房屋地址存在

的户口及其所涉及的最低生活保障、残疾人

“两项补贴”“爱心奶”等各类福利政策以及

儿童入学入托都不会受到影响。

此外，未来彭一小区的居民办理安置房

屋的转移登记时，可以不受户籍、限购等政

策限制，不进行销售网签。另外，产权房屋

在办理不动产登记时，还将免除被安置人的

契税，不作为新购住房认定个人住房房产

税，这些都是切切实实的惠民举措。

静安区彭一小区“拆落地”改造项目封顶，预计    年春节前后完工

彭浦新村    余户居民将圆“新居梦”

 彭一住宅小区项

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 居民代表到工地

观望新居建设情况。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制图：张继

近日，上海进入速冻模式，沪上各高校

早有准备，用一系列暖心守护举措，让同学

们身暖、胃暖、心更暖。

早在几天前，上海海事大学后勤工作人

员就加班加点把校园各处的水管都裹上“防

寒衣”，防止骤降的气温影响师生的生活用

水。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学校里几座桥的

桥面容易结冰，学校还紧急加装了警示标

志，提醒学生“路面湿滑，小心慢行”。

寒潮下的高校食堂，充足的保温措施让

学生一踏入就瞬间告别寒冷，热气腾腾的美

食更是让人感到暖意融融。上海大学食堂

不仅每天都有免费热汤供师生取用，还上新

了多道冬季暖心汤。上海外国语大学两校

区食堂里，香气四溢的自助小火锅、烧烤串

和浓郁奶茶等暖心料理也收获不少好评。

在上海海事大学食堂，冬日“特色”——酸中

带甜的冰糖葫芦让不少学生一饱口福。

多所高校已经陆续免费派送了各类爱

心物资，为学生抵御寒冷。同济大学的“冬

日暖阳 爱心送温暖”活动，已经将订制羽绒

服在严寒来临前送到有需要的学生手中；华

东师范大学将300条温暖厚实的棉被免费派

发给了学生；在东华大学两个校区的慈善爱

心屋，全校学生都可以按需领取棉衣、大衣、

帽子、围巾、护肤品、食品等；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则为400名学生送上爱心大礼包，包含

羽绒被、订制保温杯、护手霜等实用物资。

朋辈互助也为冬日校园带来别样温

暖。在上海大学，最暖心的是一张通往家乡

的车票。上海大学公寓办文化建设主管杜

晓艳表示，今年学校慈善爱心屋义工队通过

爱心义卖，为困难学生解决寒假回家的路

费。最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还举办了独

特的“门诊”，坐诊“专家”是学有所成的学长

学姐。学生可以在“导诊台”领取“挂号牌”，

随后与“专家”一对一探讨学术研究、实习、

升学、留学等个性化问题。

冬日里的校园图书馆，总是座无虚席。

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思楼东广场，一座由

花园连廊和两个亲水玻璃房组成的“校园书

房”成为寒冬里师生课后阅读、观展、休闲的

好去处。而上海电机学院刚启用不久的“文

理馨课栈”，也通过基础课教师及名师工作

室，将通识美育讲堂沙龙送到学生身边，让

学生在温暖的“课栈”里专注自己的提升。

寒潮来袭，沪上高校暖心守护温暖学子

（上接第一版）

一口气订购  床棉被，
让独居老人温暖过冬

黄浦区打浦桥街道生活服务中心，有

一家专做棉花被的小店铺，实惠的价格加

上地道的手艺吸引了众多市民光顾。日

前，小铺子接到一笔35床棉被的“大单”。

寒潮来临，35床棉被也做好了，订

购者现身：赶在正式降温前，街道与弹棉

花的师傅沟通，定制了棉被赠送给街道

里的独居、孤寡、困难老人等重点照护对

象，被子做好后由居委会社工给小区里

的老人送上温暖。

“家里如果使用电热毯，一定要注意

使用以后及时关掉；保暖电器坏了，及时

联系居委会，维修工会上门检查……”在

银杏家园小区门口，居委会社工小王遇

上了出门买菜的陈阿姨老两口，倒豆子

般说了许多叮嘱的话，希望老人们能安

全使用电器，注意防寒保暖。

随后，小王和同事们前往孤老姚阿

婆家中，给老人送上了一床崭新的棉被。

抱着被子，90岁的姚阿婆连声感谢街

道、居委会的关心。

在睦邻小厨，有一餐热饭
等着骑手

“近日气温骤降，外卖订单也多了

起来，常常忙完后才发现早过了饭点，

吃饭成了大问题。”结束送餐午高峰，已

近下午2点，骑手李成进终于有时间吃

饭了。这次，他不用再沿路找饭店，而是

提前在“杨浦数字睦邻”小程序上预约

了定海路街道第一睦邻中心的“暖冬免

费午餐”。

寒潮来临，为了解决骑手吃饭难问

题，定海路街道第一睦邻中心联合延乐

睦邻小厨，特别推出“暖冬免费午餐”服

务，以线上预约、线下自提的方式，让骑

手们在寒冷的冬天吃上“热乎饭”。

作为社区长者食堂，延乐睦邻小厨

主要面向社区老人提供平价午餐。考虑

到骑手用餐需求，睦邻小厨新增“下饭

菜”，让骑手不仅吃饱也能吃好。据悉，

“暖冬免费午餐”服务将在杨浦区其他睦

邻中心陆续推广。

大喇叭提前预警，浪来也不怕

“把甲板上的杂物清一清。”来往货

船停靠在苏申外港线急水港服务区，大

风卷起的巨浪一阵接着一阵拍打岸边，

青浦区交通委员会执法大队淀山湖监督

检查站执法青年莫黎梁早晨8点半就守在

了服务区，手拿着大喇叭，朝着停靠船

只一一告知。

苏申外港线急水港服务区是来往船

只经常停靠的地方。看着一艘艘船只靠

泊，莫黎梁逐一登上，检查甲板以及水

密门、舱盖板的“密封程度”。“今天风

浪差不多有五六级，甲板上的浪容易倒

灌进舱内，严重的话有沉船危险。”当

看到有些重载船舶的货舱没有实施封

舱，他便要求船上人员用帆布等进行覆

盖，同时还反复叮嘱船舶做好机电设

备、救生消防设备的维护保养工作。

对于莫黎梁等青年来说，最紧迫的

是夜里。“今天夜里气温估计要零下了，

风浪也会更大，我们将随时待命，做好突

发情况的应对。”

优化警力交叉巡逻，确保
道路有序畅通

围绕辖区交通拥堵时段、区域，优

化警力配置，普陀公安交警部门行动起

来——实行“警车+养护作业车+清障施

救牵引车”交叉巡逻模式，及时发现事故

抛锚、路面洒落物等安全隐患并立即开

展处置，同时积极与应急、水务、绿化部

门联系，针对路面结冰易打滑、冷暖交替

水管易爆裂等情形，做好应急物资储备，

确保快速处置响应。

记者从市公安局交警总队了解到，

寒潮未对本市道路交通造成明显影响，

全市仅个别路段处出现薄冰情况，均已

及时处置。针对本周末的冬至祭扫高

峰，属地交警根据预案在各大墓区周边

道路提前上岗，加强现场指挥和疏导，

保障道路畅通有序。

寒潮中，他们“逆风而行”筑起“温暖结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