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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5 1102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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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公报

矗立在景区内海拔1660米山顶上的书

屋，对原先凋零颓败的村落、荒地进行“微改

造”的田园式空间，年久失修的小学在非遗赋

能下变身为艺术研学基地……日前揭晓的

2023年长三角及全国部分省市最美公共文

化空间大赛获奖名单，大量新型公共文化空

间的上榜，印证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

新态势，即人们既关注公共文化空间的服务

功能、质量和运营管理，还关注它们的设计感

和美学品位。

从过去“有没有”“大不大”，升级为“美不

美”“好不好”，各地的公共文化空间正朝着

“才貌双全”的趋势发展。“其背后，是随着我

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

需求持续增长，对文化服务、文化产品、文化

空间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大赛评委、上海

社科院研究员蒯大申说。

公共阅读空间成为得奖大户

空间颜值低、服务理念旧、活动总是“老

老少少、蹦蹦跳跳”……这曾是公共文化服务

普遍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痛点堵点，2018

年，上海首创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大赛，通过发

掘“美”“好”“新”的典范案例，推动公共文化空

间向“品质高、美感强、体验好”跃升，回应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六年来，大赛从上海起步，逐步辐射长三

角，走向全国。2023年长三角及全国部分省

市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大赛共吸引来自全国

20个省级行政区的148个市、10个自治州的

2684个空间参赛，整体参与规模、案例水平

都创下新高。经过专家初评、复评和终评，最

终产生“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大奖”20个、“百

佳公共文化空间奖”109个、“优秀公共文化

空间案例奖”212个、“年度十佳设计师/机构

奖”10个、“优秀运营奖”15个。

蒯大申注意到，20个最美公共文化空间

里，阅读空间占7个。“公共阅读空间成为得

奖大户，反映了近年来全国各地各个层级的

图书馆和城市书房蓬勃发展，其空间品质和

服务功能均有大幅度提升。”在他看来，四川

的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山东的海岱楼钟书

阁、浙江的电魂自在里文化空间、上海的少

年儿童图书馆（长风馆）等都给人留下深刻

印象。

基层文化空间的出彩，体现了公共文化

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浦东新区群众文化艺术

馆以其新颖的设计感和强大的服务功能，成

为其中的杰出代表。这里自开放以来，不断

引入各类大戏，实现每周五、六上演长三角乃

至全国各地的专业演出，将东 ·剧场打造成了

精品剧目聚集地、首演地；室外的艺术广场则

打造市民舞台，每周六下午轮番上场各街镇

的团队演出，让百姓演给百姓看。

此外，活化利用优秀历史建筑正成为一

种自觉。比如，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

苑，位于福州市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叶氏

民居这座拥有300多年历史的古建筑内，非

遗展陈与历史建筑相映生辉。

打造盛开在百姓身边有用的美

最美空间彰显品质生活，公共文化赋能

高质量发展。在大赛评委、同济大学建筑与

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松看来，新型公共文化

空间的涌现，是我国文化自信自强和社会文

明程度不断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是存量提质

时代美丽中国建设所需。

“大赛的举办不仅仅是为了评比，更重要

的是交流，相互借鉴好的做法。”尤其令张松

欣慰的是，许多公共文化空间在营造过程中，

注重在地文化的挖掘以及与周边环境、居民

社区的链接。以西南联大先锋书店为例，它

位于云南省蒙自市南湖公园东侧，毗邻湖面，

是一处极具西南联大特色、红河历史风貌的

文化地标。该书店根据空间布局，将图书阅

读、休闲服务、文化活动等功能融入，激活西

南联大精神诞生地的旅游资源，促进南湖历

史文化街区项目建设，使之成为蒙自全新的

公共文化客厅。

相比大型文化设施，也有学者更关注商圈

文化空间和跨界文化空间，比如，EKA·天物、

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申园在原有功能上叠加文

化属性，探索复合的人文关怀和文化体验。

专家们提醒，公共文化空间追求高颜值

的同时，要防止“徒有其表”和过度设计，努力

做到内外兼修。“公共文化服务难在基层，贵

在基层，越到基层就越见功力，越见水平，要

更加重视百姓身边的文化空间建设，打造盛

开在市民生活中的有用的美。”蒯大申说，“希

望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过程，成为推动社区

居民高度参与的过程，成为一个社区动员、社

区合作、多元共治的过程。”

从过去“有没有”“大不大”，升级为“美不美”“好不好”

“才貌双全”：公共文化空间新趋势
■本报记者 李婷

“我也经常碰到一闪而过想要放弃的

念头，但咬咬牙、挺一挺就过来了。”说这话

的，是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创新药物研发一

线、甘坐科研“冷板凳”的中国科学院上海

药物研究所研究员柳红。

创新药物研发，难在“选择”。要经历

无数次实验，才能找到一个安全有效的候

选药物，失败是家常便饭；因而难在坚持，

“十年磨一药”是幸运，可更多的是要度过

寂寂无名的漫长岁月。这条众人眼中曲折

坎坷、荆棘遍布的科研之路，柳红坚守了近

四分之一个世纪。

付出终有回报，她带领团队发现一批

具有深入研究价值的先导化合物，9个1.1

类候选新药获得国内外临床批件15项，其

中5个已完成I期进入II/III期临床研究。

“新药研发关乎每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这

是不容忽视的民生大事。我不怕失败，哪

怕不成功，也是给后续研究者铺垫。”

坚持和韧劲，找到抗艾滋病新药

新药研发，需要社会责任感，更需要不

懈坚持和韧劲。

如果让柳红回忆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研

发工作，那一定是抗艾滋病药物项目。彼

时，团队进行了抗艾滋病药物马拉维诺的

研究工作。可经实验发现，马拉维诺会抑

制人体的代谢酶，可能会产生无法预料的

毒性，导致其不能成为鸡尾酒疗法的候选

药物。

基于此，柳红带领团队继续进行化合

物设计、合成与结构优化，经过大量实验，

成功找到一种成药性优于该药的抗艾滋病

新药塞拉维诺。

由于抗艾滋病项目利润少，项目转化

困难。要么立刻停止，要么继续“冒险”，而

柳红顶住压力选择后者。面对科研经费的

困乏，柳红多方申请项目筹措资金。在项

目论证答辩时，面对专家对成果转化的疑

虑，柳红答道：“您说的问题的确存在，但我

们身为国家人、国家队，就要肩负国家责，

我们想坚持做下去。”后来，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和上海药物所等相

关专项经费支持下，柳红团队与合作单位

共同推进，塞拉维诺项目进展顺利，目前即

将完成临床I期研究，前景可期。

科学家精神，点亮学生未来

“我还能从事所感兴趣的工作，我觉得非

常值得。”回顾科研路，柳红倍感欣慰与自豪，

有过疲惫与退缩，但更多的时候是快乐。柳红

团队的每名学生都被她身上的科学家精神深

深折服。平时，她鼓励“这群孩子”提出新想

法、应用新技术，也推动他们与其他学科团队

进行交流合作，一旦学生有思路找上门，柳红

便和学生共同讨论、查阅文献，和他们一起探

讨应该怎么做，并尽快付诸实践。

有学生申请柳红课题组时，她会来一场

“百问百答”：“你想做有挑战性的研究吗？”“有

做好失败的准备吗？”……既是为学生们提供

考虑的空间，也是给足他们一路前行的底气。

博士后谢雄曾疑惑：“一些病毒已经没

了，为什么还要继续研究？”柳红告诉他，得多

做一些国家、人民所需求的研究，肠道病毒、

口足手病等公共卫生问题仍存在，“做一件事

情要做深，不能什么热就做什么”。

在读博士生张书睿每次递交上去的论文，

无论多晚，柳红都会逐字进行批改。当察觉到

学生因实验出现情绪低落时，柳红以过来人身

份安慰：“不断去尝试，你才能获得成功，其实

成功对我们来说是失败的幸运成果。”

“打游戏要攒武器，药物研发比打游戏更

有趣、难度更大，需要多年的科研工作来积

累。你们还玩什么游戏呀？快来真实世界闯

关吧！”这是柳红在与年轻学生分享时说的。

二十五载深耕创新药研发一线，带领团队发现多种安全有效候选新药——

甘坐“冷板凳”又敢冒险的“女药神”
■本报记者 占悦

人物小传
柳红，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

究员、课题组长、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主要从事药物化学、药物设计和
化学生物学研究，针对神经精神系统疾病、
代谢性和泌尿系统疾病、病毒、肿瘤和自身
免疫等多个重大疾病领域进行新药创制研
究。先后获评吴阶平-保罗 ·杨森医学药
学奖、中国青年科技奖、中国青年女科学家
奖等；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中国药学会科
学技术奖一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等。

 柳红（右）与学生在实验室讨论。

本报记者 袁婧 陈彦锴摄

本报讯（记者唐闻佳）今天起，宝山区18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提供夜间便民门诊，

所有社区“夜门诊”统一标识，统一亮灯，以方

便上班族、周边百姓夜间看病。

国家卫健委《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体

验主题活动方案（2023—2025年）》《上海市基

层卫生健康便民惠民服务举措》等文件要求

创新模式，将“以病人为中心”贯穿于医疗服

务各环节，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结合实际

弹性安排门诊时间，满足上班、上学等人群的

就诊需求，提高人民群众在基层医疗机构就

医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今天起，宝山区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夜间便民门诊的服务时间为16:30至20:

00，服务内容包括全科诊疗、便民配药、

健康咨询和家庭医生签约等。记者从宝山

区卫健委获悉，这是为满足社区居民就诊时

间的差异化需求，方便居民尤其是上班、

上学等人群在家门口就近获得基本医疗服

务。这也是宝山区卫生强基工程的为民服

务亮点。

为配合夜间便民门诊正式开诊，友谊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已提前制定了工作方案。“我

们周边除了居民社区，还有不少写字楼，夜门

诊的开设不仅为白领、学生夜里看病提供方

便，一些白天问诊不便的老年人，也可等晚上

子女下班后陪同来看病。”中心主任郁海东告

诉记者，该中心夜门诊当前提供全科诊疗服

务，挂号、收费、诊疗、取药等全流程开放，此

外考虑到换药等需求，还配备了护理人员，今

后还将根据实际需求开设中医、儿科等专科

服务。

记者从宝山区获悉，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都将结合本单位实际，在夜间便民门诊基

础上适当增加专科服务。同时，除了周一到

周五的“夜门诊”，宝山区所有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还将进一步做实午间门诊服务“连一连”

工作，时间为11:30至13:00（夏令时11:30至

13:30）；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双休日至少每

天开设半天门诊，服务时间为8:00至11:30。

这也意味着宝山区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

开启周一至周日的“全开模式”。

宝
山
区
为
方
便
上
班
上
学
人
群
就
诊
需
求

  
家
社
区
﹃
夜
门
诊
﹄
服
务
至
晚
八
时

上海学生合唱团站上了世界顶级音乐厅的舞台上，还斩获

世界级艺术节金奖！日前，记者获悉，在刚刚过去的寒假，市北

中学学生合唱团在德国柏林爱乐音乐厅获“唱响五洲”2024第

十届国际青少年艺术节金奖。当中文歌曲《我歌唱我的母亲河》

在音乐厅演唱完毕，现场观众持续的掌声是“音乐无国界”的最

好注脚。

2023年7月，市北中学学生合唱团在第四届“保利之夏”上

海（国际）童声合唱节中就获高中组一等奖。几天后，学校音乐

教研组组长王舒怡收到一封来自欧洲大众国际文化交流协会的

邮件：邀请市北中学学生合唱团参加2024年初在德国举行的

“唱响五洲”2024第十届国际青少年艺术节。今年1月30日，市

北中学学生合唱团39名学生在四位老师的带领下启程赴德国

柏林，这是学生们第一次参与如此高规格的艺术节。

2月3日，在柏林爱乐音乐厅的舞台上，市北中学学生合唱

团演唱了精心挑选的三首作品《OrganFugue》《我歌唱我的母亲

河》和《Downbytheriverside》。“沉沉尼罗鼓，渺渺恒河钟，墨累

淙淙水满滩，鸟儿唱雨匆匆！雪山高，源流清，啊！长江黄河，水

纵横，酒意浓……”这首《我歌唱我的母亲河》是市北中学校长陈

军作词，当歌声响起时，整个音乐厅被中国音乐的魅力打动。合

唱团指挥教师潘志芸回忆说：“当现场最后一个音符消散，台下

立即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起码持续了20多秒。”

在为期10天的艺术节期间，学生们除了参赛，还与德国学

校进行了四次交流互动，并进行了三次音乐会展演。中德学生

相熟后，相互教唱彼此擅长的歌曲；分别时，同唱一首经典歌曲

表示不舍和祝福。

在市北中学，“人人懂合唱”是多年延续的传统。王舒怡说，

加入学生合唱团的高一至高三年级学生，数量不下百人。“有些

高三学生虽然不能保证每周都按时训练，但学有余力时总会来

听同学唱歌。”

如今，市北中学合唱团是上海市学生艺术团重点团队，市北

中学是首批市级艺术（合唱）龙头校，带动一批中小学校学生合

唱团的发展。在陈军看来，没有音乐、美术和体育的学校，好比

是一片枯黄的树叶。在学生成长、经历美好青春的过程中，美育

教育有其独特的魅力，不仅能解放学生的个性，一定程度上也激

发了学生的创造力。

上海市北中学学生合唱团
获国际青少年艺术节金奖
■本报记者 张鹏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交通强国，
铁路先行。记者昨天从中国铁路上海

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部门今年

计划开通沪苏湖、宣绩、池黄、杭温、上

海南至莘庄三四线、宁波枢纽庄桥至

宁波段增建三四线等7个项目，计划开

工沪昆铁路嘉善段高架改造等4个项

目，稳步推进甬舟铁路、上海至南京至

合肥高铁等32个重点续建项目建设，预

计完成基建投资超1400亿元，有望再创

历史新高。

在上海，位于浦东新区祝桥镇的东

方枢纽上海东站地下工程桩基及基坑

围护加固基本完成，近日将实施地铁21

号线及两侧80米范围内的土方开挖。

根据规划，该项目距离浦东机场T1航

站楼约5公里，总建筑面积约100万平

方米，车场规模按照14台30线规划设

计，建成后将成为上海第二大综合交通

枢纽。

上海铁路枢纽是华东地区重要的

路网性铁路枢纽，上海铁路规划建设始

终围绕城市发展目标与空间优化方案，

在与城市互动和共生中塑造区域发展

的主要廊道，有效支撑上海对外交通联

系。今年，东方枢纽上海东站及配套工

程、沪苏通铁路（太仓—四团）上海段、

沪苏湖铁路上海段、沪杭客专上海南联

络线、沪渝蓉高铁上海段等作为重点项

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截至去年底，长三角铁路已拥有25

条高铁，动车组开行范围覆盖除浙江舟

山以外的所有地级城市，成为全国高铁

网络最发达完善的区域之一；铁路营业

里程逾1.43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超

7100公里。去年，长三角铁路全年旅客

发送量达到8.08亿人次，相当于全国总

人口数一半以上的旅客在长三角乘坐

了一次火车。

根据长三角铁路“十四五”发展规

划，到2025年，“轨道上的长三角”基本

建成，长三角铁路营业里程近1.67万公

里，其中高铁里程近9200公里，全国“八

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上海局集团公司

管内段全部贯通，支线网络微循环更加

畅通。长三角城市群将打造以上海为

中心，以南京、杭州、合肥为副中心，以

宁波、温州、徐州、黄山等城市为节点，

以城际铁路为通道的“多三角、放射状”

城际铁路网，为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发

展提供可靠的运力支撑。

长三角铁路今年预计投资超    亿元

▲成都市

美术馆。

 惠州双

月湾一滴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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