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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记者王
优玲）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关于全
面推进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的指导

意见，要求加快构建系统健全、功能完

备、运行高效、智能绿色、安全韧性的城

市综合交通体系，为打造宜居、韧性、智

慧城市提供坚实支撑。

意见要求，科学编制城市综合交通

体系规划，有序推进城市快速干线交通

系统建设，积极实施城市生活性集散交

通系统建设，加快开展城市绿色慢行交

通系统建设。

意见强调，要推动城市交通基础设

施系统化协同化发展。强化城市交通

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强充换电

站等配套能源设施统筹建设，加快补齐

城市重点区域停车设施短板，建设城市

交通基础设施监测平台。

意见指出，要促进城市交通基础设

施安全绿色智能发展。提升城市交通

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能力，增强对自然

灾害和突发事件的预防抵御、应急反

应、快速修复能力。

根据意见，到2025年，各地城市综
合交通体系进一步健全，设施网络布局

更加完善，运行效率、整体效益和集约

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明显提升；到

2035年，各地基本建成人民满意、功能
完备、运行高效、智能绿色、安全韧性的

现代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

为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提供坚实支撑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将全面推进

从空中俯瞰“中华商业第一街”南京路

步行街，一幅“龙”味十足的景致最是抢眼：

静，有130米长龙“盘”于商场，送来龙年好
运；动，有各商场门前的舞龙舞狮，在民俗文

化表演中迎新纳福。约1500米长的步行
街，川流不息的客流也宛如一条“长龙”，拉

动沿线商户生意红红火火。

传统舞龙与现代元素创意结合

每年农历新春，南京路步行街都有舞龙

舞狮的传统。今年是甲辰龙年，舞龙舞狮表

演格外应景，第一百货、永安百货、新世界大

丸百货……各大商场都以一场热闹喜庆的

民俗表演，拉满新年的仪式感。

正月初一上午9时许，在第一百货商业
中心前，一场新春表演热闹开场：两条巨龙

在空中飞舞，时而游走，时而翻腾，两只狮子

俏皮可爱，时而嬉戏，时而追逐，引来大量游

客驻足拍照。锣鼓声响、龙狮交汇，热闹欢

快的氛围传递出浓浓的年味儿。

一街之隔的新世界城今年以“繁花似锦

新世界，祥龙献瑞贺新春”为主题，将传统习

俗与现代元素融合，创造出更丰富的表演形

式。在户外广场，瑞狮欢舞、醒狮点睛，意在

“舞”起精神，为新春佳节增添了祥瑞之气。

走进室内，长达20米、水深3米的超大鱼缸
弧形玻璃墙成为天然的巨幕舞台，记者大年

初二在现场看到，一场出水福“龍”美人鱼表

演吸引了大量游客拍照，上海新世界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蔚介绍，水下舞龙是将中

国的新年特色舞龙和潜水技能合二为一的

创新表演形式，为市民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米巨龙与“元宇宙”长
龙同拜年

新春佳节期间，南京路步行街上的商家

也以各种形式进行“龙年大拜年”。巨龙艺

术装置似从远古穿越而来，而游客也可跨入

“元宇宙”，看一场“飞龙在天”秀。

▼ 下转第二版

民俗表演、元宇宙烟花秀……南京路步行街新春佳节添喜庆

“中华商业第一街”年味“龙龙”人气旺

南京路步行街上，龙年造型的门头十分抢眼。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本报记者 徐晶卉

春节过年是中国人的第一大节，也是上
海人最为重视的节日。过年时节的上海，张
灯结彩，花团锦簇，美不胜收。上海人过
年，既坚守传统，更有不断创新，体现出海
派年节民俗的显著特色。

自元明清以来上海便是一座移民城市，
市民五方杂处，各地过年的习俗在城市交汇
融合，相得益彰，所以上海人过年是海纳百
川，美美与共。一桌年夜饭，既有本地的辣
白菜、如意菜、三鲜汤、水笋烧肉，又有各
地的佛跳墙、海菜菇或夫妻肺片。

上海人过年最看重的是家族团聚，浓浓
亲情。大年夜的团圆饭是每个家庭最重要的
一顿饭。然后是拜年走亲戚，往往兄弟姊妹
轮流请客。如今的许多新上海人，先是年年
返乡过年，然后隔年返乡过年，最后便留在
上海过年了，因为他们也晋升为父亲母亲，
对上海的情感也愈加浓厚。

上海人过年欢喜轧闹猛。近代以来，年
初五接财神最是热闹非凡，《上海竹枝词》
道曰：“四天年过接财神，接到财神作富
人。神笑世人痴想甚，生财有道莫忧贫。”
光绪年间开始，上海就流行过年团聚拍全家
福，到张园拍张全家照，是很多家庭的优先
项目。过年逛城隍庙已有数百年的民俗，不
少上海人会去走走九曲桥。当代的豫园灯
会，从1995年亮灯，至今已30个年头。
近来随着《繁花》的放映，不少市民在津津
乐道地回味上世纪90年代黄河路的炮仗红
地毯。

上海人过年特别注重文化品位。90年
前，上海的电影院已超过巴黎，看电影成为
过年的时尚，至今上海春节的票房基本保持
全国第一。春节的文化娱乐形式多样，逛书
店，游公园，踏春赏花，看非遗民俗，参观
博物馆。旅游热，现在到海内外旅游过大

年，也成了部分上海人的标配。老外在上海
过春节，不少人喜欢来一场Citywalk，
寻访名人旧居，探寻都市胜迹，背包客的身
影融入春节的人流之中。

上海人过年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便是理
性节制。贫困年代，母亲们最头疼的年夜
饭，会想出各种荤素搭配，红绿相间，甜酸
苦辣，既实惠又要扎足台型。市民家家掸檐
尘，大扫除，人人理发沐浴，清清爽爽过大
年。在饭桌上上海人懂得节制，懂得养生。
上海人不太拼酒，不太喜欢大鱼大肉。现在
健身过大年的青年人越来越多，还有观看体
育比赛，“春节健身不打烊，相约出汗成风
尚”成为时尚。

过年时亲友相聚，既是过往一年的检点、
交流与回顾，又是新的一年的美好开端。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文史

研究馆馆员）

苏智良

海派年节民俗的焕新

“爸妈别担心，我在上海

过年挺好的。有专门厨师提供

一日三餐，前两天我吃了猪耳

朵和牛肉，很巴适！”和爸爸

妈妈通完话，上海海洋大学水

产与生命学院研究生二年级学

生甘宏宽又一头扎进金山虾类

科技小院，查看虾池的残饵情

况。每逢节假日，这里的实验

尤其离不开人，因为这不仅关

乎水质以及罗氏沼虾、南美白

对虾的生长和生存，还直接影

响到同门师兄弟毕业实验的进

度。今年，管理上万只虾的任

务被甘宏宽主动承包，“目前

最要紧的是科研，等春节过

去，我再回四川老家待几天”。

今年春节，上海海洋大学

有近六百名学生因学习、科

研、实习实践等原因留沪过

年。和小甘一样，因“进村读

研”而留在全国7个科技小院
过年的有6人。春节期间的科
技小院年味不减，红纸黑字的

春联贴上了墙，倒置的福字寓

意科研一切顺利。甘宏宽说，

他的新年愿望就是当好“虾司

令”，做好毕业实验。这两

天，他还收到了导师戴习林教

授专门送来的水果，“导师隔

两天就来小院，和我一起检查

实验的进度”。

春节里的“虾司
令”忙碌又充实

春节假期，甘宏宽的一天

仍旧保持早六晚十一的节奏，

毫不懈怠。自称“虾司令”的

他，每天早上六点多准时去虾

池边报到，检查循环水环境、

观察残饵和死虾、定时投喂饵

料，直到晚上十一点多，给罗

氏沼虾加完餐，一天工作才算

收尾。

养虾不仅是技术活，还考

验体力和敏锐的观察力。位于

金山的这个虾类科技小院，主

要有罗氏沼虾和南美白对虾，

其中仅罗氏沼虾亲虾就有14
池，原有4名学生驻扎，春节
期间，4人的工作量被甘宏宽
一人承包了。

“同为虾类，不同品种的

虾养护起来大有不同。”甘宏

宽告诉记者，比如，罗氏沼虾

在摄食方面比较“娇气”，动

作缓慢，常有剩余的残饵料。

为此，他需要定时查看残饵量，少量多次投喂饵料，确保它

们健康成长。而南美白对虾是急性子，摄食快，少有残饵。

甘宏宽一般早中晚共投喂三次，但是否加餐、每次投喂量多

少，则需视具体情况而定。对虾苗的养护则更加精细，目前

虾苗的食物是虾片，每天早上甘宏宽六点开始投喂，每隔4
小时一顿。当虾苗长大，甘宏宽还需要提前准备更大的虾

池。清洗、放水、分苗、换池，每个环节都需要打起十二分

精神，小心作业。

“毕竟，我养的不仅仅是虾苗，更是实验室历年的智慧结晶

呐！”甘宏宽说，除此之外，春节期间还在修改、完善实验方案，

“我毕业论文已经开题，今年主要任务就是完成毕业实验。”

“进村读研”，让虾蟹“爬进”论文

别看如今甘宏宽心甘情愿做好“虾司令”，其实最初彼此

并非“一见钟情”。

本科期间，他首选生物专业，被调剂到了水产专业。随着

学习的深入，一门关于水产动物疾病研究的课，打开了他科研

兴趣的大门。甘宏宽考研至上海海洋大学后，主攻相关研

究。但一入学，他就发现了自身缺陷：纸上谈兵的本领有，实

际生产的经验却太少。 ▼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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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金娇

新春影市红红火火。根据猫眼平台昨

晚21时23分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档全国
电影票房 （含预售） 达36.86亿元。据
悉，在上海，仅年初一、初二两日就有超

过130万市民走入影院，是全国观影人次
最多的城市。为更好服务市民观影需求，

市电影局推出“欢欢喜喜看电影，热热闹

闹过大年”2024春节优惠观影活动，截
至2月11日，三天累计发放补贴500多万
元，超17万名观众享受到每张电影票立
减30元的优惠。

市民享实惠、影院人气旺，
观影已成“新民俗”

过年看电影已成为春节新民俗。据统

计，今年春节假期头两日已有超过130万
市民走入影院，观影人次领跑全国。与之

相比，57元的平均票价却是近几年最
低。得益于政府、企业推出的各类优惠观

影活动，不少观众表示，与前两年动辄百

元的高票价相比，今年春节档的票价相当

亲民，如果算上各种优惠甚至比平时还便

宜。价低质优的观影体验，吸引更多市民

走入影院。

据悉，本次春节优惠观影除了政府出

资，淘票票、上影、万达、星轶都进行了

1∶1的配资。万达影管上海地区总经理
叶桦表示，企业出资让利既是对政府政策

的支持，也激发了企业自身的主观能动

性。目前，除了通过自有的App、公众
号、影院阵地进行宣传，万达影管还协调

了所有影城所在商场，对优惠活动进行线

下大屏、电梯屏推广，这种宣传力度是前

所未有的。 ▼ 下转第二版

“欢欢喜喜看电影，热热闹闹过大年”活动三天发放补贴   多万元

观影人数领跑全国！逾  万上海观众享惠

■本报记者 卫中

进击的女导演：从“开心果”到“女拳手”
《热辣滚烫》显露春节档票房冠军相，第二次当导演的贾玲正在创造历史

 刊第二版

均电影海报 制图：张继

春节假期，

上海各景区丰富

多彩的旅游项目

吸引了大批市内

外 游 客 纷 至 沓

来，豫园灯会、外

滩等处欢声笑语

不断。图为游客

在 七 宝 古 镇 游

玩，数百只红色

灯笼营造出喜庆

的春节氛围。

本报记者

赵立荣
摄影报道

七宝镇
灯笼红

春节档影市新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