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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甲辰年正月小初八 正月初十 雨水

今天晴到多云，夜间转多云到阴 温度:最低5℃ 最高15℃ 东南风4－5级 明天多云到阴，
夜间转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 温度:最低12℃ 最高21℃ 东南风4－5级阵风6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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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2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
亚历山大 ·斯图布，祝贺他当选芬兰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芬关系近年来延续传

统友好并不断取得新发展。两国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务实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

处。我高度重视中芬关系发展，愿同斯图布总统一道努力，延

续中芬友好，以对话与合作深入推进中芬面向未来的新型合

作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习近平电贺斯图布当选芬兰总统

特别节目《平“语”近人》第三季今起播出
 刊第二版

这个春节，中国科学院上海

技术物理研究所天基碳监测突

击队一直坚守在实验室。根据

科研任务安排，该团队负责研发

的高光谱温室气体探测仪阶段

性验收在即，他们得抓住窗口期，

对仪器进行最后的定标、校准。

这支20多人的团队中既有
60后也有00后，人数最多的是
90后，家乡远在甘肃、四川等
地。令人感动的是，项目组没有

通知大家春节加班，但所有人都

很有默契地留了下来。高光谱

温室气体探测仪项目负责人杨

溢说：“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一起攻坚克难、追逐梦想，是很幸

运的。”机械主管设计师黄苏南

说：“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我觉

得挺开心，家里也很支持我。”

光学副主任设计师成龙从

攻读博士学位起就开始瞄准这

个方向，至今已有9年。他说：
“科研工作者最大的幸运就是参

与到国家需要的前沿项目中去，

如今项目临近收官，我想把它做

得更好。”

新载荷率先探路有
“三难”

持家要先有账本，要在2030
年实现“碳达峰”，就需要知道全

球温室气体的各项数据——谁

排了？排了多少？它们又去了

哪里？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
会刚结束，我国就开始部署碳卫

星的研制工作，首颗监测全球二

氧化碳浓度的碳卫星于2016年
成功发射。但是，温室气体除了

二氧化碳，还有水汽、甲烷、氧化

亚氮等，想要更精准地掌握碳排

放数据，必须“看到更多”。

目前全球所有的温室气体

监测都只“看”二氧化碳一种气

体，“更多”意味着这是一条前人

没有走过的路。2008年前后，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物所率先开

展天基温室气体监测技术的预

先研究。

率先探路的难点有三。上

海技术物理研究所所长、仪器主

任设计师丁雷解释说：“一是光

谱要求更宽、更精，才能在太空

观测更多气体的浓度，并‘看清’

细节；二是视场必须更大，一般

同类仪器的视场幅宽为10多公
里，而我们研制的仪器需要覆盖100公里，才能有效缩短对全
球和敏感地区的探测周期；三是信息处理难度更大，这对器件

精度、地面测试、仪器研发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为此，上海技物所联合全国各方最强科研力量进行攻关，

已完成全球首台宽幅高精度温室气体探测仪样机研制。相比

目前国际上的同类载荷，其光学总视场角增加7.3倍左右，光
谱分辨率提升一倍，光谱采样率提升50%，信噪比提升30%，
能实现对甲烷的高精度探测，有望将温室气体反演精度提高

至1ppm（百万分之一）。

模拟太空环境中精准“调音”

春节前夕，这台高光谱温室气体探测仪被送入-120℃的
低温真空房，最近半个月，它都将在那里体验模拟太空环境中

必须经受的各项考验。

正如乐器演奏前需要调音，将光谱的数学量转换成大气

中各气体成分的实际物理量，也需要定标和校准。作为一台

指标领先的全新自研载荷，这个环节的工程量是巨大的。

综合电子学主任设计师张冬冬说：“我们用了4000个以上
的光谱，要让它们在恶劣环境中高灵敏地反馈各项数据指标，

且与实际观测结果相吻合，这需要24小时不间断地调试。”
在机械副主任设计师雷松涛提交的最初方案中，仪器自

重达600公斤，修改意见要求减重到300公斤。为了达到这一
目标，这台载荷中几乎所有材料、结构都进行了全新设计，这

些也将在低温真空测试中接受考验。“在不同温度场、重力场

变化下，我们的载荷变形不能超过微米级。”雷松涛说。

如果一切顺利，今年3月，这台高光谱温室气体监测仪将
迎来阶段性验收。未来它将装载在上海研制的碳卫星上，从

太空对全球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进行探测，为实现“碳达

峰”提供数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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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湫莎

中科院上海技物所温室气体载荷团队成员正在进行利

用积分球模拟太阳光的真空光校测试。 本报记者 袁婧摄

龙年春节假期，上海蟠龙天地悄然出现

了5条俏皮小胖龙，有的胸前贴着福字，有
的提着花灯，还有的举着对联，以谐音讨口

彩。在这场“花龙月貌”寻龙灯会上，前来游

玩的袁先生将手机镜头对准其中一条“生一

新龙”，“咔嚓”拍下一张照片。

此时，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只见

袁先生的手机屏幕弹出了“2024乐游上海
过大年，寻龙记非遗新体验”的活动海报，紧

接着，这张带有龙元素的照片为袁先生抽中

了惊喜福利——一张某饮品店的5元优惠
券，以及一张“大世界基尼斯之最”参与证

书，上面写着：您正在参与共创“规模最大的

‘寻龙’活动”大世界基尼斯纪录。

“拍一拍”抽取数字藏品

今年春节假期，市民游客在申城来了一

场热热闹闹的全城寻龙之旅。而除了线下

合影留念以外，线上寻龙的各式有趣玩法也

吸引了大量人气。

记者了解到，春节假期全市共有超过

100个商圈、景区等的场所，设置了特色非
遗互动体验与民俗文化的展览展示，市民游

客找一找年俗里的龙，秀一秀自己手作的

龙，就能参与线上“乐游上海过大年——寻

龙记”活动，预计有1000万人次参与，或将
创下大世界基尼斯规模最大寻龙活动纪录。

在这场“寻龙记”的首发站蟠龙天地，不

少市民游客聚集在祈福广场上打卡拍照，

“这里有5条龙‘其乐龙龙’的全家福，打卡
上传最方便快捷。”市民周女士告诉记者。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蟠龙天地此次“花龙

月貌”新春主题灯会结合龙年祝福谐音打造

了5处龙形灯组造型展，2月1日至25日之
间，在支付宝上搜“寻龙打卡”，每完成打卡

一处，便有机会获取限量版“其乐龙龙”有声

数字藏品，以及蟠龙商户线下消费券、隐藏

文创和年货福利。

不仅如此，在全市多个商圈、文化场馆、

景区、公园、地铁站点、浦江游船等场所，市

民游客也都能参与线上寻龙打卡活动，例如

豫园商城的“山海奇豫记”灯会、上海博物馆

的“春光龙融”龙年迎春展、上海自然博物馆

的“有龙则灵——2024年生肖特展”、上海
古猗园的“花灯初上，猗飞冲天”新春花神灯

会，以及南京东路上海第一食品商店的“国

风聚首 万事兴龙”年货节、人民广场地铁换

乘大厅的泰迪熊舞龙装置、上海海昌海洋公

园的“海洋神仙节”等等。

“敲一敲”非遗体验赢大奖

饭后闲暇时光，市民张小姐一家坐在沙

发上，在手机上比拼新年的第一波好运。“我

抽到了一张古猗园门票。”张小姐惊呼道，而

另一旁的张叔叔就不那么幸运了，只抽到一

张“龙年行大运”贺卡，翻转背后是八宝饭、

松糕、鲤鱼年糕等传统糕点的科普知识。

据了解，近日，市文化和旅游局“非遗新

体验”微信公众号推出在线寻龙活动，点击公

众号进入“敲一敲寻龙”小游戏，用户动动手

指敲一敲鼓槌，鼓面上的3个龙样图形就开始
滚动，游戏倒计时结束时，如果3个龙样图案
保持一致，即可随机得到一份景区、商家提

供的奖品福利。相关负责人介绍道，每位用

户每天可有3次游戏机会，奖品包括上海景

区畅游门票、限量版数字藏品、年货干货、非

遗文创周边、优惠券和实物兑换券等。

没点新年货，怎么过大年？在徐家汇商

圈，小红书打造了一场“红薯年货妙会”。这

里既有糖水、糖画、冰糖葫芦等吃吃喝喝，也

有烟花扭扭棒、捏气球、新愿大转盘、画龙

妆、印红包等玩乐“一条龙”，前来打卡的市

民游客还可以与摊位互动盖章，领取摊位

礼。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现场集齐五大区

印章，即可获得福气刮刮卡，有机会刮出新

春红包、龙年挂件、妙趣贴纸、冰箱贴“花式

福利”。

今年春节假期，市民游客在申城开启热热闹闹的全城寻龙之旅

拍一拍敲一敲，过年新玩法商圈人气旺
■本报记者 张天弛

龙年新春，年味正浓，图为巨型龙灯在青浦蟠龙天地街巷间穿梭，带来了龙乡江南民俗特色风情。 本报记者 袁婧摄

连日来的午后，浦东美术馆大厅传出一

阵阵爱的旋律——从埃尔加《爱的致意》、舒

伯特《小夜曲》到《美女与野兽》《幻化成风》

等动漫电影曲目，上海轻音乐团弦乐四重奏

诠释的唯美音符，让数百位听众为之沉醉。

阳光从落地窗照进馆内，观众席里坐满了百

余位聆听者，四周还有不少孩子席地而坐，

许多人举起手机记录下这艺术跨界融合的

美好瞬间。

新春长假之际，爱乐之城的动人乐章在

浦江两岸多处文化场馆被谱写着、吟唱着，

还有更多文旅地标邀请游客进来漫步，以多

种形式品味海派建筑之韵，欣赏音乐艺术之

美。仅汾阳路上海音乐学院四周，东方乐器

博物馆、音乐城堡、上音歌剧院不仅开放预

约参观，还举办多场镜厅新春音乐会、乐器

特展等活动，吸引大量市民前往。而凯迪拉

克 ·上海音乐厅首次推出“来探殿新春自由

行”，不仅建筑可以阅读，音乐可以数字播

放，还有蜜桃派、巧克力布朗尼和咖啡，让游

客享受到精神与味蕾的双重满足。

小号手在加班日演奏《号手
的假日》

当音乐遇见美术，不同艺术在城市文

化客厅交融的风景在上海出现。2月12日
起，上海轻音乐团在浦东美术馆连续三天

上演不同风格的巴洛克主题音乐会，与馆

内年度收官大展“卡拉瓦乔与巴洛克奇迹”

相互辉映，邀请市民游客们“艺”起对话，

“乐”享佳节。

三天中，市民游客感受到铜管五重奏、

弦乐四重奏和爵士乐带来的不同风格。“在

美术馆里听音乐会是新奇的体验，对观众来

说像是观展中途的驿站，可以停下来感受另

一种艺术的熏陶。我最喜欢的是《第二华尔

兹》，浓郁的俄罗斯风情，优美且熟悉的旋

律，让人在演出结束后随即打开播放器，继

续徜徉在音乐的海洋。”早早预约了浦东美

术馆观展、喜欢文艺的90后上班族高女士
告诉记者，铜管五重奏的音乐让她感到很享

受，上海轻音乐团演员中心副主任、小号演

奏员秦伟骏幽默的主持和导赏，也让她收获

颇丰。“号手在每首曲子中间穿插讲解的小

知识很有趣，虽然说是在‘号手的加班日’来

演奏《号手的假日》，但能让观众在假期中感

受到浓厚的艺术氛围，也是种幸福吧。”

连续数日的音乐会上，秦伟骏在导赏中

特意提到了“卡拉瓦乔与巴洛克奇迹”展览

中的一幅画作《音乐会（失窃的护身符）》，画

面中一群人围桌奏乐高歌，有一位音乐家手

持低音提琴，恰好与当天的弦乐四重奏演出

内容相呼应。在陆家嘴集团副总经理、浦东

美术馆董事长李旻坤看来，围绕展览带来巴

洛克主题音乐会，音乐不仅仅是补充和点

缀，更成为展览的一部分，为观众们带来视

觉和听觉的多重享受。而在美术馆里举办

小型音乐会，则让静态的展览因为音乐变得

更加灵动，同时也让人们与音乐更亲近。上

海轻音乐团团长董德平说：“今年，乐团将以

更灵活的组合，同各大美术馆、博物馆、书

店、咖啡馆、科创园区合作，以‘轻音乐+’的
模式将音乐送到城市各个角落，让旋律流淌

在街头巷尾。”

▼ 下转第二版

浦东美术馆上海音乐厅上海音乐学院等文化地标为市民游客带来不一样的新春音乐体验

在爱乐之城来一场新春音乐漫步
■本报记者 姜方

甲辰龙年新春，沪上商圈装扮一新，火
红的灯笼、喜庆的对联和剪纸、五花八门的
龙元素装饰……营造出红红火火的节日氛
围，丰富多样的迎新年活动给了我深深的感
动。放眼全国，各地老街区和一系列民俗文
化活动，打造“印象体验地”民俗文化品牌，
举办各种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活动，使游
客们流连忘返。面对这种新气象，我忽然想
到一个话题：民俗文化是拉动生产力发展的
重要元素。

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
象三要素，而民俗文化的元素，与三者的关系
如此密切，它确实是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的现

实力量，也是经济和物质融合的产物，是社会
整体生产力的一部分，或许也已成为综合国
力的构成要素之一。就拿数量众多、内容丰
富的传统节日来说，它们内容多元，包罗了服
饰、饮食、礼俗和游艺等与群众传统生产生活
紧密结合的文化内涵。无论是内容还是形
式，都寄托了人们对于家庭团圆、生活喜乐的
美好期许，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丰厚人
文底蕴的直接体现。通过以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为驱动，创新节日形式，在春节期间
打造经典民俗节日的象征物品和象征情景，
挖掘“吃、住、行、赏、玩”等深度体验，吸引八
方游客，已成为传承节日文化新的经济增长

点。许多地方民俗文化成了各地新的打卡热
点，文创、文旅、手工等新经济形式更是成为
传承传统民俗节日的重要推手。

千百年来，人们创造的陶瓷、刺绣、竹
编、根雕等手工类制作，歌曲、戏剧、舞蹈、器
乐等文艺类创作，将其转化为生产力创造物
质以满足当代人的生活，其实已经走出了一
条切实可行的路径。要在新时代中焕发色
彩，只有刷新民俗文化理念，创造属于自己
的品牌，突出特色、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
活市场。我们要把民俗文化的软实力转化
为生产力，增强经济自我发展的动力，使其
达到产业智慧化、跨界融合化、品牌高端化，

为各地振兴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创造出更多
财富，奠定小康生活坚实的物质基础。

充分挖掘民俗民间文化特色，开发农耕
文化，展示民间技艺、时令民俗、节庆活动、
民间歌舞等，一方面可以带给人们视觉上、
感官上的新体验；另一方面，也提供游客丰
富多彩的物质产品，增强旅游的文化内涵，
打造有价值的实物和民俗民间文化特色的
工艺品，直接转化成生产力，这种经济振兴
的前景已成为当代的社会现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加且要求更高，其
中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期盼有更丰富的精
神享受。旅游和开发旅游产品，是乡村振兴
不断创新的新途径；融合民俗文化发展，是
乡村旅游不断创新的关键所在。让民俗文
化带动民间旅游，由此推动乡村振兴的生产
力转化，将会收到良好效益。
（作者为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华

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仲富兰

民俗文化的别样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