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原点迸发丰富文化供给

近日，“演艺大世界”获评上海市第十

一届优秀公共关系案例“年度特别奖”。作

为对演艺品牌建设的一种肯定，刚满5岁的

演艺大世界步履更加坚定。

过去的365天，演艺大世界累计完成国

内申报演出46220场，超额完成全年演出

2.9万场的工作目标。数字背后，是“剧”

“节”“赛”“奖”同步推进、多点开花，不

仅扩大了演艺大世界这一上海文化IP的影

响力，也以全产业链实践促进演艺事业繁荣

发展，推进区域文商旅深度融合。

演艺大世界是以人民广场为核心区域，

辐射整个黄浦区乃至上海市中心城区的演艺

集聚和产业发展区。超大城市寸土寸金的中

心城区，怎样有效集聚演艺资源，使这片区

域成为“演艺源头”？

目前区域内共有专业剧场26个，演出

空间81个，其中有46个市级挂牌“演艺新

空间”。机制方面已经形成了由黄浦区委宣

传部、黄浦区文化旅游局、黄浦区文旅集团

协同配合，演艺大世界服务中心共同参与的

“3+1”工作架构，成立演艺大世界艺术指

导委员会，定期召开工作会议，共话未来发

展。勇于求变创新，摆脱传统镜框式舞台，

以“小剧场”为突破路径，受到Z世代热

捧，才诞生了买票要靠“抢”、拉着行李来

看剧的盛况。

形式内容丰富的节展赛事，贯穿了演艺

大世界的全年工作。按市场惯例，春节过后

的一两个月原本是文艺演出的淡季。然而去

年沪上演出市场“急速回暖”，剧目、创作

加速上马排期，展演活动纷至沓来，演艺大

世界打响头炮，以“四时如歌 我们有戏”

作为新年主题活动，主打“淡季不淡”口

号，带领演艺市场焕新出发。还有2022中

国小剧场戏曲展演、2023演艺大世界 · 上

海国际音乐剧节、国际戏剧邀请展、国际喜

剧节、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等特色节展

活动，演艺大世界首个文旅融合重大项目

“公园里的莎士比亚”两轮演出等等。今年

元旦前夕，则推出“演艺大世界音乐剧风云

榜”，以行业数据为基础，以专家评审产生

最终结果，探索建立演艺大世界内专业剧

场、“演艺新空间”音乐剧评价体系。

未来，演艺大世界将进一步聚焦更高质

量发展，坚持守正创新，对标“七个着

力”，推进实践，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在演艺资源集聚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大规模效

应、品牌效应、溢出效应；同时拓展思维，

打开发展扇面，增强全球演艺资源配置功

能；巧用数字化和新技术，守正创新，增强

国际传播叙事能力和数字转型创新活力，大

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等等。从而让演艺大世界成为演艺码

头、源头和潮头的融合地，形成近悦远来的

集聚效应，更好地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演

绎上海精彩，为打造文化自信自强“上海样

本”作出更大贡献。

中央活动区黄浦，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

优势、人流优势和场景优势，历史底蕴深

厚，文旅资源丰富，除了演艺大世界，外滩

地区也在文化建设方面有了新进展。目前外

滩地区已经汇聚五六十家国内外知名美术

馆、画廊、拍卖行，艺术机构集聚的数量、

质量和密度全市领先。在此基础上，去年，

黄浦区发布艺术外滩品牌三年行动计划及指

导意见，举办2023外滩国际艺术节，成立

艺术外滩建设工作联席会议。艺术外滩建设

总目标更加明确，艺术外滩即将建设成为具

有世界级影响力、引领中国特色艺术品产业

发展的全球艺场。

深化艺术外滩建设具体包括吸引、集聚

和联动国内外艺术机构，大力推动艺术品行

业和产业发展，加强黄浦区艺术品产业空间

建设、功能打造和融合发展，以文化艺术赋

能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

城市软实力提升，助力上海建设国际重要艺术

品交易中心。同时黄浦区将从政策、服务、人

才等方面持续优化产业生态环境，努力将艺术

外滩打造成为具有世界级影响力、引领中国特

色艺术品产业发展的全球艺场，吸引更多国内

外优秀文化艺术机构和人才落户黄浦区。

去年，中国共产党一大 · 二大 · 四大纪念

馆获评国家5A级旅游景区，这是上海首批红

色5A景区，其中中共一大纪念馆便位于黄浦

区。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黄浦区现有各类红

色遗址遗迹、纪念设施140余处，数量和规模

居全市第一。近年来，黄浦区积极推进红色资

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传承弘扬工程，致力于

打造具有标识度、群众参与度的红色文化品

牌，让市民游客感受无处不在、触手可及、近

在身边的红色文旅名片。

在黄浦区感悟红色文化，最好的方式是步

行。以中共一大会址为起点，向西约800米是

老渔阳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

年》编辑部） 旧址；向南约500米是成裕里，

出版《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又新印

刷所旧址；向北2公里是黄浦剧场，国歌《义

勇军进行曲》的首次播放处……串珠成链、编

织成网，黄浦区建成了环绕中共一大会址周

边、全长7.1公里的全市首条“红色经典步

道”，亦是一座红色露天博物馆。

近年来，市交通委、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和

黄浦区建管委在前期调研成果的基础上，以市

政道路串联的方式为载体，通过“红色经典步

道”的建设，整合“红色地标”，实现资源圈

层叠加，服务红色旅游，诠释党史和城市发展

史的红色荣光，构筑交旅融合、互动体验的城

市红色徒步名片，增强旅游体验。将14个红

色场馆从“零散展示”提升至“整体展览”的

效果。

如今，在手机上打开“红色步道AR”，跟

随脚下的红色经典步道标记，就能“穿越”历

史风云，在石库门弄堂中开启探寻中国共产党

诞生故事的红色之旅。

街区改造绘就幸福民生实景

从“规划蓝图”到“幸福实景”，2023

年，黄浦区“一街一路”示范区域建设用“家

门口的蝶变”，谱写出了“城市，让生活更美

好”的崭新篇章。

围绕“宜居、宜业、宜学、宜养、宜游”目

标，各职能部门、街道，通过党建引领城区

精细化治理，聚焦可阅读的建筑空间、可亲

近的滨水空间、可漫步的街道空间、可休憩

的绿化空间、集约高效的地下空间 5个空

间，打造一批示范街区，统筹提升社区环境

品质和服务功能，不断推进人民城市重要理

念落地落实，探索新时代人民城市中心城区

建设“黄浦样本”。

如何建好“一街一路”示范区域？以小

东门街道为例，老太平弄公共空间项目包括

舞台打造、公共空间布局调整、城市家具更

新等模块的建设，探索功能性开发，以鲜明

的主题与特色提高社区吸引力和人气的同

时，增强城市空间利用率，满足周边居民、

白领的实际需求。

从“效果图”到“实景图”，黄浦区“一

街一路”示范街区的打造，着力解决社区居民

“急难愁盼”突出问题。拥有百年历史的淡水

路，紧邻新天地商圈，居民区与沿街小店交错

分布，但能让周边居民随意坐坐的地方并不

多。淮海中路街道在淡水路街区更新中，想方

设法挖掘空间，为社区居民新增了一批公共服

务设施与空间。

社区生活圈和“一街一路”建设，通过机

制创新和完善留下诸多社区治理“法宝”。譬

如，各街道在推进过程中，建立起以党建为引

领，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社会共建的有效协

同机制。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发挥党组织在社

会治理中的资源整合力量，推动社区自治和街

区共治的共生互融。

同时，也建立起社区规划师制度，以“一

街一路”示范区域建设项目为载体，积极引入

专业服务力量，推进街区规划与治理，确保总

体设计的连贯性。加强各类主体通力协同、共

赢共享，推动基层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一年来，“一街一路”全生命周期的评估

机制，贯穿项目评审、项目建设、项目验收和

项目管养的全过程。黄浦区首创性地提出“党

建引领，城市管理精细化指数”，精准刻画街

区特征、科学量化建设成效、明确来年优化方

向，到2025年末，各街道每年打造一片“一

街一路”示范区域，滚动推进社区生活圈规划

蓝图落地，建设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中心城区

城市管理精细化样本。

去年夏天，被誉为“上海最美人行天桥”

的董家渡花桥向社会开放。春夏秋冬，一路繁

花似锦。近年来，黄浦区在全力争创全国文明

城区的过程中，始终秉承人民城市重要理念，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

民。以文明城区创建为契机，外增“颜值”、

内练“气质”，让街区美丽抬眼可见，让居民

幸福触手可及，把文明创建工作做成可看可感

的民心工程。

正是在文明城区创建为民的理念指导下，

中心城区最好的黄金地段纷纷嵌入了高品质综

合功能。“一街一路”示范街区打造、零距离

家园服务综合体打造、“高标准保洁示范区”

建设、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加装、公共文化配

送服务、社区“宝宝屋”建设、先进模范便民

服务直通车等一批创建为民项目相继启

动；同时，创新推进“10分钟社区

生活圈”建设，一体化统筹

群众的居住、出行、休闲、就医、购物，针对

大多数老人的居家养老需求，构建集床边、桌

边、身边、周边、手边为一体的“五边形”养

老服务体系。

未来，黄浦区将以更优质的服务、更完善

的设施、更均衡的布局、更全面的保障，更好

回应群众对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期盼。

为文明创建凝聚民心、汇聚合力，让每一个居

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都触手可及。

黄浦区将以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根本任务，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作为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的重要抓手，统筹推进文明实践、

文明培育、文明创建，弘扬时代新风、培养时

代新人，不断提升城区文明程度和群众文明素

养，为奋力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际大都市核心引领区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和强大精神动力。

在服务中心大局上做“大文章”，不断提

升精神文明建设能级水平。

聚焦主题主线，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贯穿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牢牢把握正

确舆论导向，聚焦“奋进新征程 投身新实践

建功新时代”主题，开展覆盖面广、靶向性

强、鲜活度高的学习宣传活动，努力打响“红

色露天博物馆”品牌，让红色文化随处可见，

红色故事广泛传播，红色精神深入人心。

聚焦示范引领，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新发展。用好网络

文明新阵地，培育社会文明新风尚，打造文明

建设新载体，使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积极主动适

应新时代新形势，推动新发展。

聚焦关键任务，以文明城区创建提升精神

文明建设显示度。全力以赴推进文明城区创建

各项工作，把工作做在日常、融入常态、落实

落细。把精力放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上，深入推进创建为民项目，营造惠民利民

的社会氛围。

聚焦全域联动，以新时代文明实践迭代更

新激发精神文明建设内驱力。不断深化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的内涵建设和内容迭代。聚焦

“区中心统筹协调，街道分中心供需对接，居

民区实践站、各特色阵地互联互动”目标，进

一步优化升级工作模式。以“一江一河”文明

实践带为牵引，持续推进在街区、商区、景区

等打造文明实践特色阵地。

丰沛民生获得 演绎上海精彩

社区更新惠及居民,以鲜明的主题与特色提高社区吸引力和人气的同时增强城市空

间利用率。 （均受访者供图）

演艺大世界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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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里的莎士比亚”

精彩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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