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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单颖文）作为上海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服务月重点活动之一，首场中外商会海上沙龙昨天在长宁

区举行。

本次沙龙围绕“企业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能

力提升与国际化高质量发展”主题，180余名中外商会代

表、民营企业家代表、专业服务机构负责人等分享ESG实

践经验，交流可持续发展思考，共探构建接轨国际趋势、具

有中国特色的ESG制度体系。

会上，市商务委解读《加快提升本市涉外企业环境、社

会和治理（ESG）能力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6

家上海ESG专业服务机构代表共同发出倡议，呼吁广大民

营企业明确长期发展理念目标，将ESG理念深入融入企业

文化和发展战略中。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市政协副主席寿子琪出席会议。

首场中外商会海上沙龙举行

倡议民营企业践行   理念

本报讯 （记者李婷）元景德
镇青花缠枝牡丹纹瓶、剔红东篱

采菊圆盒、成吉思汗金币……来

自中国的49件/组文物静静地躺

在意大利威尼斯总督府的展柜

内，与来自意大利、英国、法国

等10多个国家的文物相呼应，

共同讲述不同文明之间的经济文

化交流历史。

纪念著名威尼斯旅行家马

可 · 波罗逝世700周年，威尼斯

市政博物馆基金会与上海博物馆

联合主办的“马可 · 波罗的世

界：一位十三世纪威尼斯商人的

旅行”展日前盛大开幕，通过他

的行纪和视角，引领观众探寻丝

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

鉴。作为交流展项目，该展在结

束威尼斯的展出后，将经重新策

展后于今年11月移师上海博物

馆，呈现马可 · 波罗时代中国与

世界的文明交往故事。

古代中国忽必烈时期，亚

欧非三大洲被四通八达的驿路

紧密联接起来，形成了早期的

全球化世界，各地间的交流互

动频繁。四面八方的商人和使

团带着奇珍异宝，东来西去、

南来北往，物质上互通有无，

精神上互为融合。在众多行旅者

中，来自威尼斯的马可 · 波罗最

为著名。他于元朝旅居中国十余

年，并将经历撰写成《马可 · 波

罗行纪》，第一次较为全面地向

欧洲介绍了发达的中华文明，将

地大物博、文化昌明的中国形象

展示在世界面前。

此次展览主要分为九大板

块 ， 分 别 从 考 古 、 货 币 、 游

记、制图学、信仰、王朝等角

度，带领观众走近这位家喻户

晓的意大利旅行家，漫游12至

16世纪的世界，探索不同文明

在这一时期的联系与交往。展

览共展出来自中国、意大利、

英国、法国等10多个国家近50

家 文 化 研 究 机 构 约 300件 展

品，参展机构包括法国卢浮宫

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德

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卡塔尔伊

斯兰艺术博物馆以及众多意大

利文化机构。上海博物馆作为

联合主办单位，遴选48件/组文

物，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

革命历史博物馆）出借的1件/组

展品，共同构成展览中的中国篇章，涵盖陶瓷、漆器、丝

织品、金银器、玉器、印章、钱币等多个门类。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精心挑选的馆藏文物，展现马

可 · 波罗时代下中国的社会风貌与文化交流，让意大利观

众感受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内涵与现实意义。”上海博物

馆副馆长李峰说。

据透露，此次展览将在威尼斯举办至当地时间9月29

日，随后将经过中意双方策展人的重新策划，以“寰宇

东西：马可 · 波罗眼中的中国与世界”为题于今年11月

在上海博物馆亮相。在上海举行的该展览将侧重展现东

西方文明对话，新增更多珍贵档案材料和考古发现，为

中国观众呈现威尼斯、罗马、佛罗伦萨与国内众多博物

馆的馆藏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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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 · 波罗的世界”展由威尼斯市政博物馆基金会与

上海博物馆联合主办，引领观众探寻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

流互鉴。图为现场展品。 （上海博物馆供图）

本报讯 （记者徐晶卉）百年九曲桥畔
开出巨型牡丹花、华宝楼前还原花朝游艺

场、黄金广场装点蝴蝶花语墙……豫园“节

气江南 ·仲春花朝节”再度回归，将从即日起

持续到4月27日。记者昨天在现场看到，沉

浸式国潮体验正在升温，不仅吸引大量国内

游客参与，还有大批外籍游客前来打卡。

四月春光潋滟时，百花福地庆花朝。

今年的花朝节，豫园3个核心区域呈现出

“福豫花海”“百花福地”“踏春寻蝶”等不

同主题，由牡丹小仙领衔众花仙子，引领

游人踏上精彩花朝之旅、东方美学之境。

豫园商场中心广场华宝楼前出现一片

牡丹花海，牡丹小仙身着华服，以“反弹琵

琶”曼妙之姿，为每一位徜徉花海的游人赐

福。王小姐和好友穿着汉服，在这里体

验非遗画扇，将空白的扇面缓缓浸入琉

璃色的水盆里，漆色便随着水流慢慢附

着在扇面上，形成独一无二的图案。长

物萬仟文创礼物创始人阮熙原告诉记

者，他们是受邀专程从长三角地区赶来

的，希望用沉浸式体验把非遗文化与东

方之美带给消费者。

黄金广场被三面巨型蝴蝶花语墙“包

围”，步入式祈福花墙点缀各色花朵，游人

可在蝴蝶祈福卡上写下心愿与祝福。蝴

蝶花语墙旁，飞洒的花瓣散落成一条“富

贵花开”祈福之路，一直蜿蜒至九狮楼

前。拾阶而上，经过二楼连廊，进入“松 ·

艺术空间”的优雅芬芳之境，可寻觅到“空

中豫园”“最美盛放露台”，赏400年江南

园景，品新中式茶点。

九曲桥湖心亭旁，宋代墨笔画《百花图

卷》中百花绽放之姿跃入眼帘。240年的

湖心亭畔开出一朵巨型牡丹，花瓣纷飞环

绕护蕊，花心吐蕊“牡丹小仙”，寓意“为自

己盛开”。夜幕降临，湖面波光粼粼，灯影与

花影交织，充满富贵、吉祥、美好的寓意。

尽管昨天下着小雨，但豫园商场依然游

客如织。记者观察到，外籍游客的比例很

高。美国游客杰克带着家人在九曲桥边流连

忘返，他告诉记者，他们一家六口是从不同国

家分别飞到上海汇合的，“我们在社交媒体上

看到豫园灯会，今天特地过来看看，没想到正

好碰到新的活动。”豫园股份副总裁、新闻发

言人胡俊杰表示，春节元宵以来，外籍游客的

比例就一直保持在高位，其中不少是成团入

境的游客，也有大量散客前来打卡。

近年来，豫园商场挖掘传统文化元素，在

文化场景、消费产业中一次次跃升。此次花

朝节再度延展“节气江南”这一文化IP，深挖

节气文化内容，复原传统节日习俗，在年轻人

喜爱的国潮新场景中，传递东方生活美学生

活方式。

    豫园仲春花朝节启幕，百年九曲桥畔开出巨型牡丹

沉浸式国潮体验引来大批外国游客

豫 园“ 节 气 江

南 · 仲春花朝节”回

归，各色传统文化项

目和节庆表演吸引

外国游客前来打卡。

本报记者

袁婧摄

苏河湾的“流速”，以日为单位。开春以

来平均每天，就有一个品牌落地。

前不久入驻苏河湾的新锐国货彩妆品牌

INTOYou，以一支唇泥为主打，年销售额达

16亿元。丽知集团80后创始人黄思旗相中

苏河湾，“这里有头部企业的磁吸效应，而‘一

江一河’交汇处的别致样貌，更涵养了产业增

值、创新增值、人文增值。”

市场的“投票”自有其道理，数据显示：苏

河湾功能区今年一季度税收总收入34.98亿

元，同比增长12.8%。过去一年实现税收

116.20亿元，同比增长14.71%。

“热气腾腾的数据，透视出与河流同样奔

涌发展的脉搏。”上海苏河湾（集团）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这样理解。静安苏河湾，占地4.2

平方公里，6.3公里的滨水岸线串联起数百万

平方米的历史保护建筑和新建空间载体。从

苏州河的岸口向腹地上溯，两岸城市肌理不

断展开，承载起中心城区。通过近十年打磨，

这里，总部经济与人文艺术融合发展带来乘

数效应，科技创新赋能产业人文发展带来指

数效应，由此全面增强中心辐射能级。

未来，锚定“世界级滨水新经济总部集聚

区”定位，苏河湾功能区依托现有产业发展基

底，将进一步打响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国际时

尚消费中心、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专业服

务中心4个高阶产业中心，高质量推进区域

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在上海发展战略中找

准机遇，致力成为全球产业链、资金链、价值

链重要枢纽。

水之柔：产业增值

今年1月，全球顶级战略管理咨询公

司——罗兰贝格亚太区总部入驻苏河湾。“企

业收获的更多是‘柔性’服务。”罗兰贝格大中

华区财务总监钱方说，如“企业家会客厅”“企

业家联盟”等，以及外贸企业税务指导等各类

服务与交流，“助力我们打开业务新天地。”

“十四五”以来，苏河湾功能区累计实

现税收350亿元，总部经济税收贡献年均

增速超15%，连续3年实现两位数增长。目

前共集聚淡水河谷、花王、恩智浦等23家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近100家全球细分领

域龙头企业。

金融要素集聚，叠加开放是关键。依托

苏河湾，静安正发力打造“金融总部湾”。通

过放大外资头部企业集聚效应，吸引更多资

产管理、财富管理、投资机构总部入驻。苏河

湾功能区已汇聚投资管理、保险资管、公募基

金等多种财富管理业态，在私募基金领域汇

聚了全球顶级资管机构三井住友德思私募和

柏基投资，全美第一大银行富国银行亚太区

机构等，形成较为健全的多层次财富管理产

业体系集聚态势。

水之韧：创新增值

全球制药公司阿斯利康全球研发中心，

恰与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在同一幢办

公楼。在苏河湾，这样的跨界碰撞与彼此激

荡，就是独特气象。“苏州河是城市中的一个

绝佳意象，承载了日常烟火、情感流动与人文

气质，让创新的基因迸发，生生不息。”这是两

家机构负责人的共识。

伴随着静安国家孵化器与阿斯利康共同

打造上海国际生命科学创新园iCampus投入

使用，人才智力密集、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

辐射带动作用强的融合集聚效应凸显，助力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加速

科创成果落地产业化应用。如今，iCampus吸

引近20家生物医药创新企业入驻，成为新兴

产业创新发展先导区的一个样本。阿斯利康

全球执行副总裁王磊说，由此更好地将创新

和研发、合作、国际化结合，资源整合更高效。

自去年苏河湾挂牌首批“上海市科技服

务业发展示范区”，区域内培育具有创新驱动

显著特征的高新技术企业累计达到500家，

上海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累计达到110

家，国家级孵化器及市级科创基地等各类品牌

创新载体10余家。

相关负责人说，苏河湾对于科创企业的助

力，除了“从0到1”的启迪，更多在于应用场景、

在于“从1到1000”的赋能，在商业模式、管理思

维、市场应用等多维度为科创企业提供生长的

土壤，为科创企业构建集成式的服务平台。

水之活：人文增值

4月下旬，《奔流：从上海出发——全球城

市人文对话》巴黎场将开启为期18天的中法文

明互鉴之旅，“苏河湾”也将由此奔涌至海外，推

动中法经贸合作与交流，也打造广泛链接的“奔

流朋友圈”。

对标世界级滨水区巴黎拉德芳斯，苏河湾

去年启动“艺术苏河”计划，将UCCAEdge、苏富

比空间、Fotografiska影像艺术中心等一批顶级

艺术场馆和机构串珠成链，“启迪灵感、赋能创

意、制造流量、赋能产业”。

随着“艺术苏河”品牌打响，静安区将通过

提升艺术资源禀赋，增加公共文化配置，举办

文化节展赛事，吸引高端艺术产业，推进苏河

湾文化艺术生态建设，推动文创、体育、旅游业

融合发展，持续开发包括文化节庆、城市露营、

水上赛事、水上观光在内的特色水陆文旅体新

业态。

“一江一河”交汇处的别致样貌涵养产业增值、创新增值、人文增值

同比增  .8%，苏河湾首季税收“开门红”
■本报记者 王宛艺

外籍人士来上海乘坐出租车可以刷外

卡了！首批完成支付便利化改造的50辆出租

车昨天在沪投运，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携手

大众交通针对出租车场景推出国内首个支

付便利化综合升级方案，通过加装多功能

POS机具等方式，优化出租车支付服务。

所谓外卡就是国际支付银行卡，来华旅

游的外籍人士主要依靠刷外卡和现金两种

方式完成支付。今年以来，来上海旅游的外

国游客数量稳步增长，入境旅游市场加速

复苏，而优化外籍人员来华支付场景，改善

支付体验，有利于进一步带动消费增长。

记者昨天在现场看到，此次经过改造之

后的大众出租车在车体上都张贴醒目的支付

标识，包括VISA、万事达、美运、JCB等，内部

则安装支持境内外银行卡刷卡支付以及银联

云闪付、数字人民币、微信、支付宝扫码支付

的多功能POS机具。每台出租车还配备现金

零钱包，包含20元、10元、5元、1元4种面额

人民币。此外，车内放置《外籍友人乘车指

南》《中国银行境外来宾支付服务指南》等信

息手册，提升外籍乘客出行体验。

据介绍，首批50辆大众出租车主要投向

浦东、虹桥两大机场区域，未来覆盖范围还将

持续扩大，计划到6月末实现1000台出租车

的优化支付便利化改造。

今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

优化支付服务提升支付便利性的意见》，要求

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提升支付便利性，更好满

足老年人、外籍来华人员等群体多样化的支付

服务需求。眼下，沪上各大银行、支付机构等

先后推出多项举措，持续优化支付服务。

截至目前，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在沪铺

设3000余家可受理外卡的商户门店、布设机

具超6000余台；设置外币代兑点140余家、外

币自助兑换机16台，是支持货币种类最多的

商业银行。

中国银联此前在沪启动“锦绣行动

2024”，宣布将投入30亿元资金，用于重点城

市、重点场景的受理终端改造、标识布放、宣

传推广等；同时，在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牵头组

织下，撬动支付行业各方共同投入资源，覆盖

全国41座重点城市、8个大类26个高频支付

场景，包括食、住、行、游、购、娱、医、学等，通

过提供刷卡、扫码、手机支付、ATM取现等综

合支付解决方案，推动移动支付、银行卡、现

金等支付方式并行发展、相互补充。

业内专家表示，便利支付是一项系统工

程，除了便利关口前移外，加强各类支付场景

拓展，例如旅游景点、演出展览、交通出行等

日常消费领域，需要全链条、全场景的协同和

打通。金融、商务、文旅、交通等部门和各类

经营主体要加强协调，密切配合，共同推进，

不断提高支付便利化水平。

  辆首批完成支付便利化改造出租车投运

刷卡打的，海外客在沪出行更顺畅

■本报记者 唐玮婕

本报讯 （记者唐玮婕）违法建筑被发现
时几乎都是“木已成舟”，工地夜间施工往往

非常“隐蔽”……面对这些城市管理的“痛

点”，浦东城管率先探索破题，创新无人机智

能监管应用，构建起无人机自动巡航、数据自

动传输、违法行为智能识别、非现场执法监管

新模式，全面助力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记者日前从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获悉，

已在全区范围内设置16个无人机数字机场，

分别位于花木、张江、金桥、高行、三林、川沙、

惠南、万祥、书院等街镇，通过数字化手段综

合监管，覆盖全区80%的适航区域，总计850

平方公里。数字机场铺开后，城管部门根据

监管要素行业特性不同，对监管对象实施分

类分级、综合监管、动态调整，在生态、交通、

规土、市容、房管5个领域设定612个固定监

管对象和46个监管事项。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揭榜挂帅”方式，浦

东引入技术团队根据不同业务的实际场景，逐

步研发出新增违法建筑等一系列实用管用的

智能监管系统应用，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对图像

和视频中的内容进行自动检测，并对特定的违

法行为进行抓拍和消息推送。与此同时，无人

机还可以搭载多样传感器，进行远程高质量数

据回传，实时分析城市管理相关数据。例如，

环境监测依托无人机搭载气体传感器等设备，

定期或持续监测大气污染物、水域水质、噪音

污染等环境指标，及时发现环境污染源，为生

态环境管理和执法提供有力数据支持。

“这次无人机智能监管应用最大的变化便

是自动巡航、远程采集，主动发现问题的能力大

大提高。”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立新介绍，无人机智能监管高效便捷，能够精

准定位监管对象，自主识别和判断线索，并实现

问题闭环处理，大大缩短问题从发现到解决的

周期，显著提升处置效率。

设置  个无人机数字机场综合监管八成适航区域

浦东开启无人机城市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