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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嘉旖

综合 公告

根据工信部《关于开展通信管线安全隐患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工信部电管332

号，《关于落实开展通信管线安全隐患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沪通信管发字（2013）18

号）的文件精神，上海电信浦东局将对张江路区域，占用电信产权管道和过桥钢管的9

根无主光缆进行清理，在公示之日起的60天内，若无权属单位前来认领，上海电信浦东

局将对9根“无主光缆”进行拆除。

9根无主光缆地理位置和路由：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张江路（华夏中路-建中

路），张江路川杨河桥两侧的7#窨井、8#窨井、张江路36#窨井至华夏中路71#窨井之间。

浦东电信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18918587882

特此公示！

附件：无主光缆信息汇总表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2024年5月24日

关于浦东张江路区域
电信管道和过桥钢管内无主光缆清理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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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会上，经济和金融委员会、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对外友好委员会

负责同志结合工作实际和本专委会学习

安排作了交流发言。

胡文容指出，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充分发扬人民政协重视学

习、崇尚学习的优良传统，不断深化思想

认识，切实增强做好学习工作的责任感、

使命感，把学习作为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培养协商议政能力、提升服务大局效能

的有效途径，以扎实的学习促进履职效

能不断提升。要把握着力重点，围绕学懂

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不断深化理论武装、赋能履职实践，持续

优化、打响学习品牌，拓宽政协学习工作

的带动面、辐射面，切实推动崇尚学习、

善于学习蔚然成风。要加强统筹协调，充

分调动各个方面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确保各项学习工作任务更好落地

落实，为市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不

竭动力。

据了解，十四届市政协履职以来，以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主线，不断加强和改进学

习工作，持续健全以政协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学习为引领的学习体系，在组织

好常委专题学习会、委员讲坛等学习活

动的基础上，持续推出“仲华讲堂”“财经

议事厅”等新的学习平台，通过不断深化

学习为委员履职尽责提供了有力支持。

市政协副主席肖贵玉主持会议。

扎实学习促进履职效能提升

本报讯（记者苏展）记者昨天从上海海关
获悉，今年前4个月，上海市进出口总值1.39万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同）增长0.1%。其中，出口

5530.7亿元，下降0.4%；进口8359.7亿元，增

长0.4%；贸易逆差2829亿元，扩大1.9%。其

中，4月份进出口3572.5亿元，增长4.2%。

从前4个月数据看，船舶出口延续强势，上

海市船舶出口196亿元，增长87.6%，拉动同期

上海市出口1.6个百分点。劳动密集型产品规

模稳定，锂离子蓄电池出口148.3亿元，增长

2.1%。同期，集成电路出口568.7亿元，增长

3.5%；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453.5

亿元，增长16.3%。此外，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558.2亿元，增长3.7%。其中，纺织服装出口321.4

亿元，增长0.9%；塑料制品出口117.1亿元，增

长11.1%。成品油出口39.6亿元，增长1.9倍。

一般贸易进出口稳中有进，保税物流进

出口基本持平。今年前4个月，上海市以一般

贸易方式进出口8376.6亿元，增长1.2%。其

中，出口3096.1亿元，增长2.8%；进口5280.5

亿元，增长0.2%。同期，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

口3596.8亿元，微降0.2%。

内资企业份额持续提升，外资企业降幅

有所收窄。今年前4个月，上海市民营企业进

出口4338.8亿元，增长1.6%；国有企业进出

口1587.1亿元，增长7.3%。

对东盟进出口由降转增，对其他金砖国

家维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4个月，上海市对

东盟进出口1831.7亿元，由一季度的下降

2.5%转为增长2.5%，占同期上海市进出口总

值的13.2%，列欧盟之后为第二大贸易伙伴。

消费电子主要元器件进口较快增长，纺

织、衣着鞋帽类产品进口增速提升。今年前

4个月，上海市机电产品进口3357.9亿元，由

一季度的下降0.3%转为增长2.9%。其中，集

成电路、存储部件、平板显示模组合计进口

994.9亿元，增长13%。同期，纺织、衣着鞋帽

类产品进口402.4亿元，增长10.3%，增速较

一季度提升2.5个百分点。此外，铁矿砂及其

精矿进口577.1亿元，增长22.8%。

上海前4月船舶出口增  .6%

人物小传
方勇，上海易维

视科技有限公司创始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上海

市 领 军 人 才 ，获 评

2023上海城市数字化

转 型“ 领 军 先 锋 ”。

2010年在上海创立易

维视，目前拥有国内

外唯一医疗级别光场

裸眼3D技术，被评为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双软”企业、上海市

“专精特新”企业等。方勇参加行业论坛。 （受访者供图）

“做有温度的创造”，是方勇挂在嘴边、

记在心里的信条，已陪伴他走过14年的创

业路。2010年创业至今，方勇带领易维视科

技有限公司深耕裸眼3D赛道，打磨全链条

裸眼3D底层原创技术，打造元宇宙专科医

院、推动元宇宙教学场景开设、成立激光与

裸眼3D视觉健康工程技术中心……作为业

界领先企业，易维视将裸眼3D触达生活方

方面面，在教育、医疗等多领域解决行业痛

点难点，更为品牌树立“科技为人”的形象。

让医生看得更清晰，让患者
更有“医”靠

“裸眼3D+医疗”是易维视的王牌系列

产品，拥有国内外唯一医疗级别的光场裸

眼3D技术，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全国近200

家医院。记者在产品展示区看到了二代裸

眼3D影像系统丨H090系列全新升级产

品，这是业界唯一支持自然手术姿势的裸眼

3D手术显示方案。该产品可移动、扭头、歪

头，并且可以在1.3米至2.8米的大范围内自

由移动，为显微镜手术、机器人手术、手术导

航、医学示教、远程医疗诊断等带来便利。

“最早拍片子、做手术，医生只能看到

一个2D画面，后面虽然有3D了，但需要戴

着眼镜，还是不方便医生操作。”方勇向记

者介绍，易维视“裸眼3D+医疗”产品解决

了这一痛点，多例时长达7至8小时的裸眼

3D腹腔镜微创手术的成功，验证了易维视

全新二代裸眼3D医用技术的舒适性和

安全性。方勇向记者展示了医生写的纸

条——“视觉清晰，成像清晰”“大大提高了

手术效率”……用户的话，他都记在心里，

对产品的这些认可更是他和团队继续专注

于此领域研发的动力。在他看来，产品的创

新就是要给行业和使用者带来更多便利，

也让患者更安心。“科技不是冰冷的，科技

的初心就是为了改变人类生活。”方勇说。

偏远地区医疗资源匮乏，长途跋涉的

就医之路是很多求医者的痛点。为此，易维

视与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合作打

造元宇宙专科医院，以数字孪生1∶1还原

医院场地环境、设备、人员。偏远地区患者

可通过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等各

种终端，访问元宇宙医院，医生采用5G裸眼

3D远程诊断设备对患者进行远程诊治。方勇

告诉记者，远程门诊技术已协助上海与云南

的合作医院完成多例远程诊疗。此举还有助

于加快分级诊疗体系建设，解决区域医疗资

源不均衡的问题。

坚守赛道，期望商业与社会
价值“双赢”

“我想开创一个无‘镜’时代，让裸眼3D

成为每一块屏的标配。”方勇表示。在他看来，

让裸眼3D家庭化，是许多人所期待的，也是

易维视的目标，希望能在一两年内实现裸眼

3D影院家庭化的愿景。

这一点其实与方勇的创业初心有着重要

关联，“BetterYourVision——让人们看到更

美好的世界，这是我们公司的使命。”创业至

今，尽管经历了一些波波折折，但他从未动摇

过带领团队潜心耕耘这一赛道的决心。

方勇介绍，3D技术不仅能提供视觉享

受，也能很好解决“聚散—调节”冲突问题，对

于动态双眼视功能的保护或改善优势明显。

2010年，3D电影在中国的异军突起，让长期

从事图像和视频处理工作的方勇产生了“做

有温度的技术”的想法，于是开启了新型裸眼

3D和全息3D显示技术领域的研发。“一开始

创立易维视，其实就是抱着做一个保护孩子

们视力的技术产品的心态。”他的这一简单想

法也伴随着易维视一路披荆斩棘，使之成长

为该赛道的“小巨人”企业。

记者了解到，易维视目前与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儿童医院、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

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和河北省眼科医院

等10家医疗机构组建了“动态双眼视功能+裸

眼3D+近视防控生物医学工程创新联盟”，推

进裸眼3D视觉技术应用于近视防控，已在全

国20余家医院进行了产品验证、临床数据收

集。依托该联盟，易维视连续多年进行裸眼3D

数字内容对青少年近视预防与控制的研究。

方勇十分看好国产裸眼3D技术的发展

前景，易维视将坚守赛道，并继续加大技术研

发力度，未来面向千行百业孵化更多创新应

用，为各行业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实现企业商

业价值与社会价值“双赢”。

上海易维视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方勇——

深耕裸眼3D，赋能更有温度的生活

倾泻而下的巧克力瀑布、漫山遍野

的牛奶糖……电影《查理和巧克力工

厂》中的经典画面或许曾出现在每个孩

子的梦境之中。梦境正照进现实，记者

日前来到坐落于宝山区大场镇的上海

百诺巧克力博物馆，探寻机器轰鸣的巧

克力工厂蝶变为时尚博物馆的历程。

这里曾诞生了上海小囡心心念念的

童年回忆——麦丽素。甜蜜的记忆尚未

褪色，更需要“容器”来承载。正当企业发

愁“退役”机器该去往何处的时候，灵感

火花乍现。何不开办一座巧克力博物馆？

从创意到落地，这家巧克力博物馆的诞

生耗时3年多。收集文史资料、搜罗具有

纪念价值的老机器、拍摄VR（虚拟现实）

互动视频……设计团队精心打磨下，这

座上海首个由国产品牌发起建立的巧克

力博物馆，承载了厚重的工业记忆。

新技术迭出，几乎每个博物馆都或

多或少地用上了VR互动体验。可究竟如

何才能做到恰如其分？坐落于馆内的这

幅巧克力版“清明上河图”或许能给出答

案。长度超38米的动画长卷，浓缩着巧

克力原料可可豆从诞生、改良到传入中

国的全过程。筹备时，馆长汪雨旸带领团

队翻阅数万字的可可相关出版物、文史

资料，并从中精心择选重要历史事件。

鲜为人知的可可发展史，被具象为

一段跨越山海的探险。“通过地图形式能

更直观勾勒出可可文化的传播脉络。”汪

雨旸道出制作巧克力版“清明上河图”的

初衷。在她看来，博物馆展陈中，光影技

术的应用并非越多越好，而要根据文化

内涵和特性“定制”，实现巧妙融合。

虽由企业发起建立，这座巧克力博

物馆收藏的却是上海工业的集体记忆。

不少退休爷叔来此打卡时，总会在

一台名为“金币制作机”的机器前驻足良

久。泛黄的机身上遍布岁月痕迹，可当人

们与它隔空对望时，却仿佛能打开一段

段甜蜜过往。上世纪80年代，巧克力仍

是稀罕物。条件再好的人家，也仅是过年

期间在糖果盆里放上几颗巧克力待客，

而金币巧克力便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

博物馆展陈的这台机器便来自上海益民

食品厂，当年，工厂从海外引进了上海首

批金币制作机，并自主研发推出幸福牌

巧克力，实现了巧克力生产国产化。

甜蜜的工业记忆遍布展馆。当孩童

们被一排形似灯笼的金属制“抛光锅”

吸引时，身旁眼尖的父母却通过讲解文字邂逅了儿时记忆。这

是制作涂层巧克力的必备机器。占据了几代人儿时记忆的麦丽

素正是通过这一设备进行抛光，才能让表面更光亮饱满。

不只是巧克力博物馆，城市更新的当下，宝山、杨浦等区一

批工业遗存丰富的区域，正接连“长”出越来越多富有个性的小

众文博场馆。脱胎于上海玻璃仪器一厂的上海玻璃博物馆就是

一个鲜活案例。

倘若这些工业类文博场馆能串点成线，那么展馆的叙事就

能跳脱出单一的垂直领域，呈现更丰富立体的上海工业发展历

程。“希望巧克力博物馆未来的故事不只关于巧克力。”汪雨旸这

样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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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商慧

（上接第一版）中共一大纪念馆副馆长阮

竣告诉记者，一大文创自2021年建党百

年之际与大众见面，到去年秋天，总销售

额已突破一亿元。这些创意十足、富有

文化内涵的文创精品，有不少好点子来

自连续举办了四年的上海市红色文创大

赛。如果说第一届时的产品还停留在帆

布袋、马克杯、笔记本的层面，那么随着

近年来越来越多年轻人、全国范围的优

秀设计师加入，如今的一大文创已融入

衣食住行各层面，联合了沪上老字号、老

品牌，还运用了VR、AR、XR等先进技

术。拓展红色文创的维度，阮竣说是以

日用之物为载体，寄寓红色精神与历史

文化底蕴，让红色记忆融入当代生活场

景的尝试，“我们乐见初心红变成中国

潮、时代潮。”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尚未首

映，电影周边已在文博会首发亮相。一

套印有电影名场面、质感通透的书签式

票根，让几名深圳本地的女大学生爱不

释手。这枚制作精美的票根上，黄浦江

面旭日初升，李侠和兰芬隔江相望，用摩

斯密码许下心愿。女孩们说，看电影、看

舞剧、拜访李白烈士故居纪念馆，已列入

她们的待办清单。如尚世影业、五岸传

媒总经理周瑜所说：“文商旅展互相引

流，让红色文化触手可及。”

新质生产力应用试水，打
开文化产业发展新空间

矗立时代风口，从ChatGPT的火爆，

到Sora的横空出世，再到AI、AR/VR、区

块链等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新质生产力

在文化领域的应用不断涌现，正在打开

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空间。

在上海展区，新质生产力亦成为新

热点。展区的“门面”凹凸波浪屏惊艳全

场，许多人忍不住伸手触摸、一探究竟。

上海视初文化科技有限公司（output数

字文化平台）的何晓明现场解密：高5米

的竖屏上，数百个小立方体LED屏立体

起伏，制造裸眼3D效果。其间，需要调

整内容的层次结构，调整动态轨道的逻

辑，运用到的技术包括CG程序化运作

等，是如今国际风靡的前沿视觉效果。

来自欧洲的时尚品牌、巴黎的展会都向

output发来了邀约，文博会现场，贵州、

湖南的展商也纷纷“取经”。

无独有偶，风语筑用数字艺术，带来

一场繁花上海、循香世界的沉浸旅程。

影片采用C4D对现实场景还原搭建和

三维融合技术，以Houdini、popnetwork

程序模拟真实与梦幻的光影交织，观众

可透过窗影穿梭于流金岁月与诗意远

方。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文旅研究院&城市更新研究院院长何

亦捷告诉记者，在三面屏“繁花”的打造

上，设计师采用了新动力学模拟算法，结

合花瓣单片细致刻画，极致还原花漾的

轻盈飘逸。技术只是载体，科技正在不

断为文化打开新场景。在中国共产党历

史展览馆、上海工人文化宫、迪拜世博会

中国馆等文博展览场馆，上海风语筑都

用数字创意点亮中国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红色文化场馆也在

通过数字技术打造更有意义、更有意思

的文化产品。文博会现场，记者头戴VR

设备，体验了中共一大纪念馆将在今年

7月1日推出的数字化项目。置身VR场

景，体验者登上黄浦江渡轮，进入20世

纪20年代的上海。望志路一栋石库门

民居内，中共一大秘密召开，体验者能身

临其境地看到先辈们为中国的未来慷慨

陈词……该项目题为“初心之旅”，讲述

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的历史必然和召开

前后的故事。据悉，这一数字化体验项

目将推出两个版本，较大版本的空间体

量为324平方米，可支持25人同时体验，

将落地在中共一大纪念馆附近的商业空

间；较小版本支持3人同时进入，将安置

于各类党建中心和党团机构。“数字化是

一种新趋势，满足年轻人对红色文化触

达的需求。”阮竣说。

出海“新三样”展现中国
文化国际传播力

承载着东方神韵的文化出海“新三

样”——网剧、网文、网游，也在本届上海

展区有所体现。

阅文带来了热播剧《庆余年》的实体

书、影视片段等展品。目前《庆余年》第

二季的海外独家发行权由迪士尼购买。

阅文集团副总裁、总编辑杨晨表示，无论

是优秀的作品，还是全球领先的产业创

新，都已成为上海面向世界的生动名片：

“过去20多年来，阅文见证了中国IP产

业的出海升级，从早期作品出海到模式

出海、生态出海，阅文把优秀的网络文学

和IP作品带向了海外市场，也将中国独

创的网络文学产业模式、IP模式带向海

外，在全球各地扎根生长。”

对沪上的文化企业而言，助力“文化

出海”，走出去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还

是能走进去，真正和全球用户形成情感

的共鸣和文化的认同。这其中，IP是最

有效的文化符号。打造真正有全球影响

力的IP，就能让更多用户通过多元内容

形态感受到其中蕴含的中国文化、中国

精神。

米哈游在现场布置了《原神》线下试

玩，这款热门游戏让全世界粉丝爱上中

国年。开幕首日，米哈游工作人员林逸

杰在展台被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反复咨

询。其中，来自乌克兰的玩家丽塔，更是

在展台流连忘返。自2020年上线以来，

《原神》以13种语言在全球多平台上线，

目前已登陆全球超200个国家与地区，

让全球玩家体验东方魅力。比如其角色

“云堇”，设计灵感来源于花木兰、穆桂

英、梁红玉等巾帼英雄，设计中不仅将传

统元素融入到装扮造型，还将戏曲唱段

《神女劈观》融入游戏剧情。相关戏曲唱

段也经上海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杨扬配

音演唱后，在13种语言版本中都完整保

留中文唱腔，意在用现代表达方式向全

球传播传统文化，向海内外传递中华之

美。林逸杰说：“通过数字技术将现实世

界的风土人情‘移植’到游戏中，让全球

的玩家可以在游戏中体验中国传统文化

的同时，通过创意体系搭建文化交流的

桥梁，打造全球优秀文化的交流平台。”

（本报深圳5月23日专电）

上海展区见证新质生产力赋能新文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