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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 温度:最低12℃ 最高21℃ 东南风4-5级阵风6级
明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 温度:最低10℃ 最高24℃ 偏南风3-4级转偏北风4-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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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7日致电祝贺第37届非洲

联盟峰会召开。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值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以中国和非洲为代表

的“全球南方”蓬勃发展，深刻影响世

界历史进程。非盟团结非洲国家联合

自强，大力推进一体化和自贸区建

设。非盟成功加入二十国集团，使非

洲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进

一步提升。中方对此表示衷心祝贺。

习近平强调，过去一年里，中国

和非洲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非领

导人对话会成功召开，双方决定相

互支持探索各自的现代化道路，共

同为实现发展愿景创造良好环境。

2024年将召开中非合作论坛新一届

会议，我愿同非洲国家领导人一道，

着眼造福双方人民，精心规划中非

合作新蓝图，推动共筑高水平中非

命运共同体。

精心规划合作新蓝图，推动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向第  届非盟峰会致贺电

这个春节假期，被电视剧《繁花》带火的

黄河路一跃成为沪上新晋“顶流”打卡地：每

家卖排骨年糕的店门前都排起长龙；正对苔

圣园的马路上挤满了拍照的游客；和平饭店

的套房和套餐更是一度直接售罄。

《繁花》效应正是上海红红火火的春节文

旅市场的缩影。记者昨天从市文化和旅游局

获悉，春节假期8天，据上海旅游大数据监

测，本市共接待游客1675.95万人次，同比增

长约50%；据上海银联统计测算，上海地区含

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旅游消费交易

总金额为191.22亿元；本市星级饭店平均客

房出租率为53%，同比增长15%。

《繁花》一部剧带火一座城

龙年春节，市文化和旅游局聚焦“乐游上

海过大年——一路繁花 全城寻龙”主题，围

绕观文博、看美展、赏好剧、听歌会、来海考、

享美育、逛景区、品美食8个板块，策划推出

200余项春节假日文旅臻选活动。

记者注意到，以“文化味”为主线的一系

列活动对准市民游客的“胃口”，拉满喜庆过

大年的浓浓氛围感。

其中，“繁花”绽开得更盛了：因《繁

花》热播而备受关注的和平饭店，龙年春

节期间客房入住率超八成，餐厅及宴会厅

预订爆满，整体营收同比增长10%；酒店还

顺势推出繁花主题的“传奇之旅”导览活

动，深受游客欢迎。《繁花》重要的取景拍摄

地——静安区张园，春节假期客流量同比

增长96%，几乎翻了一倍。前往黄河路打

卡拍照的市民游客依然络绎不绝，周边国

际饭店蝴蝶酥、杏花楼爷叔同款“定胜糕”

等海派糕点，以及黄河路上的排骨年糕、各

色餐饮等都生意火爆。

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电视

剧《繁花》“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在上海龙年

春节假期火热的文旅和消费市场中表现出

明显的长尾效应，证明了优秀文化影视作品

能有效促进城市吸引力和刺激文旅消费。接

下来，上海文旅部门还将借影视文化之“热”

带动城市消费之“潮”，期待以更多方式不断

“出圈”“破圈”，向海内外游客展现“魔都”的

魅力。

另一方面，春节期间，全城开启新年寻

龙记，吸引大量市民游客的积极参与。第二

十九届“山海奇豫记”豫园灯会、上海古猗园

“花灯初上，猗飞冲天”新春花神灯会、上海

欢乐谷“瑞兽龙门阵”灯会、闵行区莘庄灯

会、青浦区甲辰新春灯会等让市民游客在参

与传统文化活动中沉浸式体验春节年俗文

化的乐趣； ▼ 下转第二版

《繁花》长尾效应显著，“全城寻龙”年味十足

申城龙年文旅市场开门红
■本报记者 张天弛

2024年中国电影春节档收官，八天长

假为市场赢得更充分的释放空间。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2月17日，

中国电影龙年春节档累计票房80.2亿元，观

影人次超1.6亿，均为档期史上最高。考虑

到今年春节档比往年多一天，若以前7天

74.99亿元计，该成绩列历年春节档第三。

其中，《热辣滚烫》与《飞驰人生2》步入单片

20亿元俱乐部，假期结束时已分获27.13亿

元和23.94亿元；《第二十条》和《熊出没 ·逆

转时空》两片均已近14亿元，并有望凭口碑

在假期后跑出长尾效应。

一边是档期总票房、总观影人次创春

节档历史新高，一边是四部影片撤档、屏

摄等观影礼仪引发争论——一年最重要

的档期交出真成绩的同时也直面真命

题。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评

论家协会副主席尹鸿发文：“龙年抬了头，

但龙腾虎跃、生龙活虎依旧需要呼风唤

雨、风云际会。”

契合年节情感需求，中等成
本博出大效益

与过去几年“一超多强”的格局不尽相

同，龙年的春节档没有超大投入，没有超级

IP，甚至没有高度工业化的头部电影。这样

的档期成功博出大效益，创纪录的背后，市

场上下游多个环节形成了合力。

尹鸿说：“春节档票房前四的电影犬牙

交错，以女性、男性、成年、低幼和家庭的不

同定位偏向，共同促成了电影市场繁荣。从

国家电影局到北京、上海等地方管理机构提

供了累计过亿元的优惠补贴，也号召市场拉

低票价，让更多观众走进影院。”

笼统地看，喜剧再成档期主流。大年初

一，《热辣滚烫》《飞驰人生2》《第二十条》

《熊出没 ·逆转时空》《红毯先生》《我们一起

摇太阳》《黄貔：天降财神猫》《八戒之天蓬下

界》等8部影片上映，其中前五部均属于“喜

剧+”的类型融合，前三部甚至都或多或少

与“理想”勾连。

《热辣滚烫》改编自日本影片《百元之

恋》，原片里“丧燃”的内核置于中国本土语

境，藉由创作者本人的国民度与真实体验，

找准了契合点。

▼ 下转第三版

春节档票房  .2亿元、观影人次超1.6亿，均创档期史上最高纪录——

“龙抬头”后中国影市还需攻克真命题
■本报记者 王彦

全国人大代表权衡。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法国戏剧理论家萨赛说过：没有观众，

就没有戏剧。

观众从何而来？越来越多戏剧瞄准了

商场，“小剧场”应运而生。每个剧场可容纳

30到200人不等的观众、演出剧目多元化、舞

台 与 观 众 席 之 间 随 时 能 突 破“ 第 四 面

墙”……近年来，小剧场进大商场成了新潮

流。无论是环人民广场区域的“演艺大世

界”，还是散落在各大商场里的新型剧场，都

成了商业与文化“双向奔赴”，共创流量“聚”

场的一道风景线。

今年春节期间，大商场里的小剧场“春

节档”同样不打烊：轻音乐剧《疯子与赞美

诗》、音乐剧《阿尔托，梵高》、儿童剧《地心游

记》、开心麻花喜剧《恋爱吧！人类》……这些

有沉浸感、想象力，兼具文化意蕴的剧目，为

消费市场增添了年味新选项。

进商场“造梦”

2023年初，当邹卫东站在正大广场8楼

按下直梯按钮，15分钟没能挤进电梯的时

候，心里萌生了一个奇特的念头：陆家嘴的

商场中午人来人往，人流量这么大，为何不

能利用手中的IP资源，在这里开一个小剧

场呢？

两个月后，乐童文化旗下的乐童剧场在

正大广场开业，3月10日迎来第一场演出《小

马宝莉》，意在打造一个有着沉浸式体验感

的亲子观演场所。小剧场不大，只能容纳

130人左右，正因为小，独特的环境突破了传

统观演关系，孩子们可以与演员、舞美、道具

和其他观众实现多方互动。这种演出体验

让家长们很快有了复购，亲子小剧场的口碑

也渐渐叫响了。

回顾开业以来的运营状态，邹卫东表示

基本满意：“这个小剧场是从无到有的创新，

3月到6月是推广期，上座率逐步递增，6月

起暑期档的小猪佩奇系列20多场演出，场场

售罄，剧场逐渐步入正轨。”虽然演出只在周

末进行，但他估算了一下，去年乐童剧场的

商业演出场次近160场，观众达四五万人次。

过去几年，大量小剧场嵌入购物中心，

为消费者提供除了影院“标配”以外的文化

消费选择。2020年8月，上海首家开心麻花

剧场落子南翔印象城MEGA。三年过去，这

里早已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喜剧演艺空间。

▼ 下转第三版

越来越多剧场入驻商场，为沪上文化消费多元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小剧场大商场共创流量“聚”场
有数据报告显示，截至

2023年，上海3万平方米以上
的购物中心总量超过400家。竞争
高度白热化的商场，不断孕育着新品
牌、新业态、新模式，在新商机中找寻
发展新动能。

聚沙成塔，一些业态逐渐成为申
城商场的新势力。比如，商场的一楼
主力店从过去的快消品换成了现在
的造车新势力，规模已达500家；小剧

场加速嵌入大商场，带来文化
消费新选择；书店从街边搬到

商场里，搭建起文化交流新场域……
这些新势力的出现，不仅推动着商场
业态更加丰富、内容供给更加多元，
还会与其他业态碰撞出新的火花。

本报今起推出“申城‘商场+’
新势力”系列报道，解读这座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里充满生机的商业
新样本。

编者按

申城“商场+”新势力系列报道①

■本报记者 徐晶卉

今年春节档，《热辣滚烫》与《飞驰人生2》

步入单片20亿元俱乐部，《第二十条》票房也

已近14亿元，并有望凭口碑在假期后跑出长

尾效应。 制图：冯晓瑜

左图：正

大广场8楼的

乐童剧场举行

演出。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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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风景”点燃
中华艺术宫新春火热人气

■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精心策划推
出 场展览和  场艺术活动，八天共接待参观
游客约 .5万人，日均接待人数过万，参观量是
去年同期的三倍

 刊第二版

节日期间消费“热辣滚烫”，商圈客流消费双增长  刊第二版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

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权衡心中

有一张长三角地图。

张江科学城的创新策源优

势、苏州工业园区的高端制造特

长、杭州活跃的民营经济、合肥快

速增长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长三角重要节点城市的特色亮点

于他而言不仅是数据，更是一个

个可以摆在案头来回翻阅、咀嚼

的鲜活案例。

履职一年间，他的调研足迹

遍布长三角三省一市，更踏访至

县级市的十余家民营企业。交流

互动间常有火花四溅，经营主体

的真实感受也让他深受启迪：社

会科学研究不止于埋首案头，要

从社会实践中寻问题、找答案。

每场调研，他都提前准备了

一堆问题。但往往结合调研深

入，又不断“做减法”，探究哪些

问题是值得花功夫吃透的“真

问题”。

作为在沪全国人大代表长三

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的

牵头人之一，他感到肩负的使命

职责之重。“要从海量调研信息中

找准体制障碍、机制瓶颈、关键难

点，将理论思考与现实问题紧密

衔接，推动问题能真正解决。”

从一体化到一条心

产业园区、高新企业总部、智

能制造工厂……近距离观察剖析

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细胞，权衡

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活力。

调研中邂逅的一家苏州企业

负责人向其介绍绿色低碳转型实

践。数年前，太湖蓝藻泛滥。为

解决水环境污染，这家企业与上

海科研单位联合研发清洁能源设

备。短短数年，企业抢抓绿色低

碳转型机遇、做大市场蛋糕，如今

不只售卖设备，更顺利开发了配

套服务和软件，向生产型服务业

全面转型进发。

跨区域联合攻关、组建新型

研发机构、抢抓新赛道，权衡从个

体的鲜活实践中读出关键词。带

着对这一问题的深思，他从上海

市中心奔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期待从跨区域层

面梳理总结市场一体化、产业一

体化甚至管理、标准一体化方面

的创新经验。

“创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机

制”——这是他从示范区调研中

撷取到的关键信息。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率先试

水，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资

金配置和使用机制，在不改变行

政区划的条件下如何激励各方发

挥所长联合攻关，对创新收益和发展潜力形成预期。

“培育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从根本上解决

‘抢跑道’现象。”权衡从试点中看到了更广泛的意义和价值。在

跑遍长三角19个企事业单位、听取各方意见后，课题调研组发

现，部分新兴产业的发展，存在项目同质化、产业结构雷同等现

象，甚至“一窝蜂”分散投入、重复建设。

“创新试点值得肯定，有利于加强创新组织机制协调，但还

需综合考虑各地政策情况、考核机制、评价机制等，这对于区域

合作创新、协同创新的内在动力至关重要。”对于写入调研报告

的每条建议，他和调研组成员们反复斟酌、审慎推敲，确保建言

更具针对性、实操性。 ▼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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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嘉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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