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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2023年度市级国有文艺院

团“一团一策”考核在中华艺术宫

举行，围绕创作、演出、管理三大指

标体系，盘点市级国有文艺院团年度

工作。

考核结果显示，18家市级国有文

艺院团2023年共计开展演出9570场，

演出收入 3.64亿元，较 2019年增长

20.13%，创历史新高。

记者获悉，上海市级国有文艺院

团围绕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新时代温

暖现实主义题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题材和经典IP跨艺术门类转化，扎实

推进重点项目创作工作，民族歌剧

《义勇军进行曲》、淮剧《火种》、京剧

《龙潭英杰》等9部作品入选上海市重

大文艺创作委约项目。

传承红色基因，吹响文艺
创作“集结号”

红色基因流淌在上海的血脉之中，

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沛养料。在9部重

点作品中，红色题材占据突出位置，凝

聚着精神力量。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

曲》以田汉、聂耳等“风云时代”追梦

人的视角，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

联文艺工作者们携手谱写战歌，激励千

万中华儿女投身全民族抗战的历史过

程。淮剧《火种》围绕上海工人三次武

装起义，通过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

的伟大壮举，展现革命的火种燎原万

里，掀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斗

争，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篇章。京剧《龙

潭英杰》修改工作正有序推进，将于下

半年演出全新版本。根据茹志鹃同名短

篇小说改编的芭蕾舞剧《百合花》已全

面进入排练制作阶段。

现实主义题材也是当下创作的热点，

入选作品用生动鲜活的艺术语言书写新

时代的人民故事。交响曲《新时代》参演

中国文联、中国音协“礼赞新时代 奋进

新征程”大型原创交响作品音乐会，正在

进行优化调整。沪剧《苏河十八湾》已完

成剧本初稿，计划6月与观众见面。与

此同时，传统文化题材作品不断“双创”

出新，赓续中华文脉。舞剧《永和九年》

聚焦“天下第一行书”，用舞蹈语汇展现

书法国粹魅力，首轮演出平均出票率超

90%。上海歌舞团新创舞剧作品讲述李

清照的故事，正积极推进剧本修改工作，

入选文旅部“2023-2025舞台艺术创作

行动计划新创剧目”。京剧《汉武大帝》

（暂名）在完成新一稿剧本后，组织专家

进行论证，力争尽快投入排演。

值得关注的是，上海正推动多元改

编，稳步推进优秀IP跨艺术门类转化。

改编自第十六届“五个一工程”、第十一

届“茅盾文学奖”同名获奖小说的舞台剧

《千里江山图》定档2024年3月首演；中

篇评弹《千里江山图》上集已于2023年

首演，正全力开展下集创作工作。

演出收入创历史新高，提
升文旅消费集聚效应

上海市级国有文艺院团聚焦增强文

化消费吸引力，以演艺大世界为抓手，

盘活优势演艺资源，打造驻场演出和主

题演出季，举办各类节展活动，助力提

升文旅消费集聚效应。

2023年，18家市级国有文艺院团

共有21部作品入选文旅部等重要展演

活动，“上海文化”品牌影响力不断提

升。精彩纷呈的驻场演出和主题演出季

提升品牌效应，丰富了文旅新业态。驻

演方面，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朱

鹮》至今已累计完成驻场演出146场；

国风音乐现场《海上生民乐》于去年8

月完成首个百场驻演；《时空之旅2》

《不眠之夜》等驻演项目年内分别演出

247场、294场。而上海歌剧院结合演

出季连续创作推出多部经典歌剧，观众

反响良好；上海交响乐团推出“团厅演

出季”“夏季音乐节”等品牌项目，在

乐迷中赢得良好口碑；戏曲艺术中心下

属院团持续举办“京昆群英会”“盛世

越章”等主题演出季，品牌影响力不断

提升。各院团还深入践行人民城市重要

理念，2023年累计举办下基层演出

2757场，开展进校园、学生场演出602

场，以高质量文化供给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精神文化需求。

记者发现，多位院团长表达出了居安

思危的危机意识和永不满足的进取精神。

上海评弹团党支部书记、副团长赵倩倩坦

承，承接长篇评弹演出的传统书场全市现

已不足10家，固有市场呈持续萎缩状

态。“我们将开拓社区文化中心、网红景

点、演艺新空间的演出机会，输出评弹导

赏、艺术培训、茶馆演出等项目，为评弹

在新时代的发展做好准备。”上海话剧艺

术中心推出系列演出季，全年累计演出

952场。“虽然多项数据冲到了历史峰

值，我们并没有被冲昏头脑。”上海话剧

艺术中心总经理张惠庆直言不讳，海外演

出集中来华、观众欣赏口味变迁、劳动力

和供应链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可能造成院

团运营承压。“新的一年里，我们将全面

推动降本增效、在稳中向好中构建增长曲

线，在接受考验的同时加速成长。路虽

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年  家院团演出    场，演出收入 .  亿元，创历史新高

吹响创作“集结号”，上海国有文艺院团推9部重点作品
■本报记者 宣晶

在水系发达的宝山区罗店镇，每

逢春节，席面上必定有一道鱼圆镇场，

有着无鱼圆不成席的说法。乳白色的

鱼圆，佐以葱花，无需过多点缀，便引

人食指大动。

中午时分，美罗家园内的一幢居

民楼厨房中飘出老饕思念许久的鱼圆

香气。76岁的宝山非遗项目罗店鱼圆

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周亮华已在灶

台旁忙活开来。只见他左手攥着鱼泥，

从虎口处挤出，右手用羹匙接住，再放

入冷水锅中。整个过程行云流水，犹如

肌肉记忆般一气呵成。一勺勺鱼浆顺

势滑入锅中，迅速翻滚成一颗颗光滑

圆润、色泽洁白的鱼圆。春节临近，亲

朋好友的预约订单如雪片般飞向这张

设在动迁大型居住区的“家庭餐桌”。

满足眼前的一餐团圆饭外，老周

想得更长远。这两天，他的“家庭餐桌”

迎来一批特殊客人——上海海洋大学

科研团队。团队成员带来鱼肉保鲜新

技术，老周负责制作鱼丸。一次次味蕾

实验，舌尖体验千变万化，老周不觉得

枯燥乏味。他期待，在新技术加持下，

罗店鱼圆能走出一时一域，焕发新的

神采。

细心琢磨，找到“灵魂搭档”

老周第一次与鱼圆打交道，要回

溯至少年时期。

彼时，十四岁的周亮华活泼好动，

静不下心。父亲让他学一门手艺，也好

帮衬一下村里的红白事。一桌桌席面，

唯一道鱼圆令他印象深刻。肉质细腻、

汤底鲜美，时至今日，他记忆犹新。

周亮华下定决心要把本事学到

手。可师傅只能领进门，其他全靠自己

去领悟琢磨。为了学好这道鱼圆，他无

数次蹲守在宴席后厨观摩老师傅的手

法，再在家里一遍遍模仿，却始终不得

要领。外形相似的鱼圆，入口后总是不

尽如人意。

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失败，反复

比较琢磨之后，周亮华终于发现鱼圆

的“灵魂搭档”——猪油。看似不起眼

的猪油，只要以恰当的比例调入鱼浆

内，就能提升滑度、鲜度。可个中火候

不易把握。湿冷的冬季，好不容易制成

的猪油易结块，如若比例时机不到位，

便会令鱼圆的光滑程度大打折扣。每

次到了添加猪油的环节，老周都会刻

意放慢节奏，耐着性子一点点将滑润

的猪油无缝融入鱼浆中。倘若一不小

心加多，便会前功尽弃。比例失调，鱼

圆表面可能会出现黄豆大小的凹凸不

平处。

“罗店鱼圆的品相、口味一点折扣

都不能打。”老周的一番话，掷地有声。

即便食品行业已迈入机械化，但他依旧

坚持自己熬制猪油，用精心调烹的佐料

为鱼圆注入“灵魂”，也拒绝使用味精、

淀粉等工业制品，只一心还原鱼圆本

味。这一坚持，就是整整六十余年。

真诚待人，好口碑赢得
非遗品牌

许是做久了鱼圆，生活中的老

周也喜欢大家一团和气。家中客厅正

中央，悬挂着一幅“家和万事兴”的

字画。

平日去批发市场买鱼，儿子担心老

周一人外出危险，总是抢着开车接送。

于是，便有了凌晨4点多父子二人开车

赶去鱼市的场景。忙碌充实中，伴有家

庭的融融暖意。

老周的和气也感染了周遭。临近春

节，老周一家五口一天最多要做大约

100斤鱼圆。忙得抽不出人手时，他直

接打电话给批发市场的摊主，对方直接

送货上门。真诚待人、实在做事，老周

如此待人，也被如此回馈着。

曾有人疑惑，鱼肉打成肉糜状，食

客也分不清原料，为何还要坚持高成本

地用5斤以上的新鲜草鱼？每到此时，

老周只笑笑“不响”。食客口碑是最好

的答案。

2018年，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举办了一场罗店鱼圆制作大

赛。老周的鱼圆从一众参赛选手中脱颖

而出，一举夺魁，自此成为传承人。

做鱼圆数十载，老周一路看着会

做罗店鱼圆的手艺人从“几辆集卡都

装不下”到仅剩寥寥数人，心中感慨

万千。“鱼圆只在临近春节的一个月适

合售卖，成本高，又是力气活儿。”说

起鱼圆，老周总会一脸厌弃地展示粗粝

的双手。那是数十年捶打鱼圆留下的岁

月痕迹。

但如今，老周依然是罗店鱼圆最卖

力的推广大使。每逢遇上非遗项目交流

活动，即便材料成本需自掏腰包，他也

会积极参与，只立下一条“不过夜”的

规矩。因为，只有当天采购最新鲜的草

鱼现制现售，才是真正的罗店鱼圆。

单打独斗并非长久之计。老周希

望，相关部门能优化完善区级非遗项目

的保护举措，比如为非遗传承人开设专

门工作室等。“有学徒有传承人，罗店

鱼圆才有未来。”

新技术加持下，宝山区级非遗“罗店鱼圆”焕新出圈为年夜饭提鲜

一勺勺鱼浆滑入锅中，翻滚起团圆滋味
■本报记者 王嘉旖

本报讯 （记者史博臻） 记者从昨
天举行的2023年度上海市重点工程实

事立功竞赛表彰大会获悉，今年本市

重大工程计划投资2300亿元，以落实

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激发行业动

力活力为导向，保持高位运行水平。

今年，上海将继续发挥好重大工

程建设的牵引作用、立功竞赛活动在

重大工程建设过程中的作用。运用市

重大工程项目信息管理系统，强化综

合协调、深化六票统筹、解决瓶颈难

题，推进市重大工程建设保持稳中提

速、促进有效投资。

民生服务保障方面，有序推动十

大类34项实事项目早建成、早见效，

着眼推进中央部署的保障性住房建

设、城中村改造、“平急两用”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三大工程”，深入实施城

市更新行动。推动首批保障性住房项

目开工建设，继续做好“新时代城市

建设者管理者之家”房源筹措和供应

工作，加快构建从“一张床”到“一

间房”再到“一套房”的多层次、多

元化租赁住房供应体系。

创新驱动方面，推动BIM技术、

海绵城市、绿色生态等发展理念先行

落地，促进建筑工业化与智能建造融

合发展，加快智慧工地建设和推广覆

盖，形成智慧应用场景，提升城市管

理精细化水平。

回顾2023年，市重大工程推进正

式项目 206项，实现新开工项目 31

项，建成项目33项。全年累计完成投

资 2257.4亿 元 ， 完 成 年 初 计 划

105%，同比增长7.5%，投资再创历

史新高。

就具体项目看，上海东站综合交

通枢纽实现开工，S3公路高速部分通

车，竹园污水厂四期按计划建成，机

场联络线先期开通段和北横通道均实

现主体结构贯通，世博文化公园双子

山主体部分土建工程完成验收，华为

上海研发中心部分组团基本建成。

此外，十方面、32项为民办实事

项目在2023年10月底提前全面完成，

投资62.6亿元，完成年度计划投资的

114.7%，其中25个项目超额完成。市

民总体满意度93.62分，创近年新高。

一个个项目高品质建成落地。“一

江一河”滨水空间南延北拓，浦江郊

野公园滨江漫步区、浦东滨江南延伸

工程实现贯通开放。架空线入地和杆

箱整治完成竣工112公里，超额完成

年度任务。“两旧一村”改造完成零星

旧改12.3万平方米，旧住房成套改造

完成29.6万平方米，提前完成启动10

个城中村改造的任务目标。加快保障

性租赁住房建设供应，全年新增建设

筹措保障性租赁住房8.1万套 （间）。

创新打造“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

之家”，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等民心

工程取得重要成果。新一轮停车资源

优化共创建43个停车资源优化项目，

开工建设8460个公共停车位。积极推

进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校

绿色空间开放共享等，年内完成59个

附属绿地开放项目。稳妥推进农民相

对集中居住和村内道路建设管护，提

升全市农房建设质量安全和风貌水

平。系统提升城市环境品质，推进

“美丽街区”“美丽家园”“美丽乡村”

建设。

以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激发行业动力活力为导向，保持高位运行水平

今年上海重大工程计划投资    亿元

本报讯（记者徐晶卉）2023年度上
海早餐工程各项建设任务有序推进，全

年新增早餐网点1198个，完成目标任务

的211%；新增网订柜（店）取点位981

个，完成目标任务的196%；创建市级早

餐 示 范 点 110个 ，完 成 目 标 任 务 的

110%。记者从日前举行的“2024年本市

早餐民心工程暨为民办实事项目早餐示

范点建设推进会”上获悉，早餐工程建设

今年继续纳入民心工程，早餐示范点创

建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一

年，早餐布局均衡度进一步提升，持续突

出“补盲点”导向，引导企业聚焦“五个新

城”等重点区域和产业园区、商务楼宇等

早餐薄弱区域加快布局。在全年新增的

1198个早餐网点中，浦东新区、闵行区、

嘉定区位列前三，分别新增220个、148

个、93个。“五个新城”新增早餐网点189

个，占比16%；产业园区、商务楼宇、大型

居住社区、医教集聚区等薄弱区域新增

早餐网点689个，占比57%。

不断深化数字赋能早餐工程，申城

持续完善早餐地图服务功能，已归集全

市130家连锁企业的20486个早餐网点，

其中固定网点19795个、移动网点691

个，初步实现早餐网点信息动态管理。同

时持续推进网订柜（店）取等线上点餐、

线下取餐服务功能，新增网订柜（店）取

点位973个。

示范创建引领度方面，在巩固原有

326个市级早餐示范点的基础上，开展新

一轮市级早餐示范点创建工作，共评选产

生110个市级示范点，创建46个区级示范

点。与此同时，以早餐示范点创建标准为

基础，研究制订《本市早餐工程网点建设

规范》，引导早餐企业主动对标规范，逐步

带动全市早餐网点建设水平提升。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

依托“早餐地图”，动态梳理早餐网点关

闭情况。持续聚焦商务楼宇、产业园区、

大型居住社区、医教集聚区等重点区域，

积极布局薄弱区域，全力完成全年新增

575个早餐网点的目标任务。同时，持续

引导企业新建一批网订柜（店）取点位，铺

设一批智能早餐柜，力争全年新增网订柜

（店）取点位500个以上，积极支持AI（人

工智能）食堂等5G环境下早餐服务应用

推广，进一步提升早餐服务数字化能级。

据透露，创建100个早餐示范点已

纳入今年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将持

续细化创新业态示范点标准，高标准推

进创建工作，确保完成全年新创建100

个市级早餐示范点的目标任务，开展区

级早餐示范点、早餐工程示范区域创建

工作，扩大示范创建覆盖面。

早餐工程建设今年继续纳入民心工程，
早餐示范点创建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

上海去年新增    个早餐网点

完成率   %

本报讯 （记者史博臻）上海市生活
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昨天公布2023年下半年生活垃圾分类

实效综合考评结果。参与调查的有15万

人次，96.5%的市民给予五星好评，比

2023年上半年增长0.8%。

根据考评结果，体现出垃圾分类常

态化韧性更加强劲。2023年下半年，各

区平均得分达到95.93分。静安区、虹口

区、长宁区名列前三，在居民区、单位和

沿街商铺源头分类实效和分类收运处体

系规范运行等方面均保持较高水准。

各街镇平均得分达到95.69分。大桥

街道、新村乡、安亭镇、万祥镇、淮海中路

街道位列前5名，大宁路街道、重固镇、

虹桥街道等街镇进步明显。

在75家三级医院中，61家达到优秀

水平；63所高校中，62所达到优秀水平；

13座主要交通枢纽中，11座达到优秀水

平。其中，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

院3家医院，上海行健职业学院、上海工

程技术大学、上海海洋大学3所高校，以

及虹桥机场、浦东东站长途客运站、吴淞

码头等场所分类实效和长效管理制度处

于领先水平。

今年，上海锚定“升级版”目标，一方

面紧盯源头分类实效再提升，通过投放

模式优化行动、滚动督查制度实施、精品

亮点深入打造等措施，推动生活垃圾分类

实效稳步提升和特色亮点持续打造。另一

方面，围绕全程体系水平再提高，积极推

进收运处作业智慧监管、包装物减量回收

利用、单品类可回收物专项回收试点、黑

水虻处理湿垃圾残渣技术应用等任务，重

点提升减量化管理、智能化监管、资源化

利用水平。

去年下半年生活垃圾分类实效综合考评
结果公布，各区平均得分达  .  分

申城垃圾分类常态化韧性更强劲

龙年新春即将到来之际，徐汇区凌云街道昨天拉开了既有多层住宅加装

电梯工作的序幕。锦隆苑等多个小区60台加装电梯集中签约，越来越多的居

民将过上“一键上下”的幸福生活。图为签约仪式上，梅陇六村居民自编自演

了小品《电梯加装》。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凌云街道  台加装电梯集中签约

 在宝山区罗

店镇，有着无鱼圆

不成席的说法。

▼周亮华左手

攥鱼泥，从虎口处

挤出，右手用羹匙

接住，再放入冷水

锅中。

均孙子璎摄
制图：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