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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记者樊
曦）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

送旅客25.22亿人次，旅客周转量

9454.53亿人公里，同比分别增长

15.7%、10.6%， 均 创 历 史 同 期 新

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今

年以来，国铁集团加快构建铁路现代

化运输服务体系，科学合理安排运

力，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有力保障

了旅客平安有序出行，积极助力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1至7月，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

和普速铁路资源，用好今年新开通的新

线能力和京广高铁全线时速350公里高

标运营成果，千方百计挖潜运输能力，

精心铺画列车运行图，全国铁路日均安

排开行旅客列车10434列，同比增加

998列、增长10.6%。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加强跨境旅

客运输组织，在京港、沪港间开行夕

发朝至高铁动卧列车，在中老铁路安

排开行中国西双版纳至老挝琅勃拉邦

国际旅客列车2列，恢复开行中国呼

和浩特至蒙古国乌兰巴托国际旅客列

车。1至7月，广深港高铁累计发送跨

境 旅 客 1537.7万 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54.7%，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

13.9万人次。

同比增长  . %，创历史同期新高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  亿人次

最近，住在静安区昌平路沿线的居民发

现街区正悄然发生着变化：绿化错落有致、色

彩斑斓，绿道蜿蜒曲折、曲径通幽，口袋公园

各具特色、别致优雅，人行道宽阔平整、干净

整洁，墙面红砖黛缝、清新雅致。

这一切，都得益于“美丽街区”建设。美

丽的触角继续延伸：截至6月底，上海已累计

完成709个“美丽街区”建设，覆盖面积占全

市街区的比例为45.5%。今后，道路更洁净、

公共设施更实用的“美丽街区”还将成为一个

个“市容环境观察点”，邀市民共同参与市容

管理。

百年马路大变样

始建于1923年的昌平路，是上海第一批

20条林荫大道之一，道路两旁栾树密布。夏

日，苍翠欲滴的栾树枝叶为市民遮挡烈日和

热浪，秋季来临时，树上赭红色的花朵是落叶

中的一抹亮色。

然而，历经百年的昌平路路况一度难以

满足市民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2022年，昌

平路“美丽街区”建设启动方案设计，静安区

绿化市容局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并于去年11

月开始建设。

以往，昌平路绿化种类比较单一，经过改

造之后，新增200余种花草乔木。绿化部门

考虑丰富度和搭配协调度，有一些种类冬天

也常绿，保证四季景观的可观赏性。步道的

设计也考虑到无障碍通行需求，因此全程没

有台阶。新建的步道让路边植物从原先的可

观看变成可进入、可行走，人与自然的关系发

生转变。

走进西康路昌平路路口的溪梦园，只见清

澈的叠水、喷泉交汇，丰富水景体验的多样性，

廊亭伞盖呈错落有致的流线型花瓣状，完全不

见昔日破旧的模样，有不少市民在园内长椅上

休息闲谈。设计团队也听取居民意见在园内

增加一处公共厕所，方便居民日常需求。

为打造全龄可参与的生活街区，昌平路上

的另一处口袋公园“蒋家巷花园”则定位为儿

童乐园。橙色的滑梯、攀爬架等游乐设备，吸

引市民带着孩子前来游玩。方案设计初期征

求意见时，很多居民提出要改造优化儿童设

施，而在建设过程中，又有居民提出儿童活动

的噪音太大且存在安全隐患。绿化市容部门

通过街道搭建“小方桌”议事会，围绕居民的各

项诉求，进一步优化完善方案，确保城区建设

成果是符合广大市民意愿的“最大公约数”。

据了解，静安区人大代表在2022-2023

年间，向市民征集138条意见，其中118条得

到采纳，采纳率高达85%。目前，昌平路“美

丽街区”建设已完成东段一期（江宁路-常德

路），西段二期（常德路-武宁南路）将于今年

下半年改造，计划年底基本完成。建成后，整

条道路上将有10个口袋公园，成为全市首条

“口袋公园带”。

一路生花皆风景

“美丽街区”一路生花，是老百姓身边的、

可以走进的“风景”。将“美丽街区”建设与生

活、文化等深度融合，能体现上海的精神品质

和气韵格调，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

宁静雅致的武夷路街区、焕然新生的曹

杨新村环浜、流光溢彩的“一江一河”两岸、

古色古香的朱家角漕河街……许许多多的

“美丽街区”都成了市民喜闻乐见的网红打

卡地。

▼ 下转第四版

道路更洁净、公共设施更实用，邀市民共同参与市容管理

申城已建成   个“美丽街区”
■本报记者 史博臻

滨海奉贤，上海南大门。733平方

公里辖域，有宁静的海边村庄，繁忙的老

城集镇，网红旅游打卡地，以及临港新片

区辐射效应下的忙碌通衢……周全的都

市样态，带来社会治理的纷繁考题。

首先是警力——相较于上海中心

城区，奉贤区单位面积配备的警力相

对较少。其次，快速发现力和及时回

应力——由于相对地广人稀、要素多元

交织，亟待守护平安的“穿透力”。

用改革的思维和手势来破解发展中

的难题——以贯彻落实公安部全面深化

警务机制改革部署为契机，紧扣市公安局

“一平台、三体系”新型现代警务机制建

设，奉贤分局结合地域特点工作实际，在

全市率先探路警用无人机建设应用。架

构起“专业+机制+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

模式，设立工作专班、畅通机制流程、搭

建数字中台、拓展应用场景、主动介入研

发……经过近两年运作，构建起“全警种

参与、全场景应用、全天候响应”的规模

化、体系化、实战化应用新格局，有力保

障了社会面防控、隐患排查清零、应急事

件处置、侦查破案等地区综合治理工作。

新技术赋能释放出的新质战斗力，

有数据印证。近两年，奉贤区公众安全

感持续名列全市前三、街面警情降幅保

持全市前列。一线民警“越用越好用，越

用越得心应手”的感悟背后，是一种更深

层次的能力演进——从被动应对到依托

技术和数据提前研判、主动“研发”。

而这样一种基于底层的能力和能

动，让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上海、推进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了现实路径和

鲜活注解。

场景
飞出来的立体巡防

今年6月，微博电影之夜活动在奉

贤区九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心举行。

有“黄牛”伪装成酒店保安窃取了几十张

活动工作证，在九棵树周边向他人兜

售。不料，他早被头顶一架无人机锁定

踪迹，民警到场，人赃并获。

迅速锁定及时出警，这归功于嵌入无

人机应用的三维建模技术，无人机事先巡

飞并绘制的九棵树三维地图，与当天警力

巡逻路线进行数据“碰撞”，精准锁定安

保薄弱点，精准投放警力。“这取代了传

统‘凭印象、凭感觉’的汇报模式，以科技

手段助力决策更精准更科学。”奉贤分局

治安支队民警王宇斌说，警用无人机已

全面替代大型活动安保前期现场踏勘工

作，助力精准投放警力、动线设计和隔离

措施；活动中，无人机的高空巡航视角和

热力图功能，也可在入场和散场等高峰

时段协助发现风险点、疏导拥堵等。

据介绍，奉贤分局现有76名专业飞

手，6种型号47架无人机，在打击破案、治

安防控、交通管理、服务群众四大领域构

建体系化实战应用场景，初步形成“无人机+”专业应用“生态圈”。

比如，将警用无人机纳入街面巡防体系，规范低空巡防标

准，设置39条巡飞路线，在夜间经济、潮汐式人群聚集点位重点

巡视，必要时亮灯喊话，今年5月以来，全区街面警情环比下降

12.9%；聚焦在地面巡查难以发现的建筑外立面、危化品运输车

辆等消防风险，建立“空中预警-图像回传-实地核查-依法处

置”工作流程，累计发现并查处违规实施气焊作业、非法运输烟

花爆竹等消防隐患153起，行政处罚17人。

同时，积极拓展无人机在警情联动、公共管理、应急救援等

方面的应用，有效突破地理环境限制，辅助找回走失人员54人，

救援落水群众25人；与属地街镇、职能部门强化无人机设备共

享、信息互通，成功处置噪音扰民投诉38起，排查建筑物外立面

高空坠物风险30余处。 ▼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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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顾一琼 周辰

这个夏天，形如巨型取景框的一类户外

装置成为全国多地的网红打卡点，引得许多

人在此停下脚步，定格“镜头下的人生一

瞬”。细心的人们发现，此类装置无论取景框

般的外观、临水而置的展陈方式还是底部电

影滚动字幕形式，都与去年11月起亮相上海

西岸美术馆北广场的当代艺术家郭熙公共艺

术作品《无尽影院》如出一辙。大半年前令人

惊呼“上海独有”的这份浪漫，如今出现在全

国各地，于社交媒体上被接二连三晒出……

其中近乎雷同的疑似“盗版”，让人多少有些

尴尬。

显然，别具一格的公共艺术给城市文旅

带来的导流效应已被看到。与此同时，迅即

蔓延开来的“取景框”风潮，又让人不禁联想

起近几年“我在??很想你”路牌的病毒式传

播。城市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公共艺术？优秀

的公共艺术又如何不在流行风潮之下被消

耗？这些都是值得业内思考的话题。

出彩的公共艺术，筑就独特
的文旅景观

文化兴市，艺术建城。在世界各地，公共

艺术正成为激活城市公共空间活力与想象的

催化剂，筑就一道道独特的文旅景观。

《无尽影院》就是近期的现象级公共艺术

作品之一，首现于上海徐汇滨江。这一偌大

的取景框邀请迎着江风的市民游客走进来，

成为自己人生剧场里的风景，引得人们跃跃

欲试，纷纷拍照打卡。说到公共艺术带来的

强劲导流效应，不得不提的更有荷兰艺术家

弗洛伦泰因 ·霍夫曼以动物形象为主题的大

型户外雕塑——他将经典的浴盆黄鸭仔造型

放大创作而成的“大黄鸭”近年来走遍全球，

通过放大日常让世界变小，抓住人们的视线，

亦改变观众对装置及其所在空间的看法，每

到一处总能形成火爆的城市打卡点。霍夫曼

进而还以类似的创作手法为更多城市定制动

物户外雕塑。

▼ 下转第二版

通胀的“取景框”式浪漫，尴尬了谁

■本报记者 范昕

首现于上海徐汇滨江的《无尽影院》是近年来现象级公共艺术作品之一。

（西岸美术馆供图）

“AI的风吹到各个领域，成为现实生

活不可忽视的存在，是该多了解我们与人

工智能之间的故事。”预约信息一出来，市

民吴先生第一时间“锁定”今天下午在上

海图书馆东馆举行的《新质生产力》新书

分享会。这已不是他参加的“上海书展 ·

名家新作”第一场活动，早在8月10日，他

便来到上图东馆，现场聆听洪涛、刘擎、余

明锋等分享新书《文学三篇：一个政治哲

学视角》。

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即将如约而至，

在主会场上海展览中心之外，各分会场已

率先开启形式多样的书香之约。以本市公

共图书馆为例，据不完全统计，承办的重点

书展活动有75场，邀请人们走进身边的

“书”适圈，“阅”见美好。

在文化地标阅人阅城阅世界

作为申城文化地标，上海图书馆浦西

浦东两处馆舍共将承办50余场书展活

动。其中，在东馆阅剧场举办的“上海书

展 · 名家新作”系列讲座，聚焦文学、翻

译、科技、教育、人文史、思想史等领

域，邀请陈平原、陈子善、陈思和、刘大

先、伊莲内 · 巴列霍、张新颖、马小起等

海内外知名学者、作家开专场。在东馆7

楼举办的阅读推广活动品牌“上海书展 ·

上图发布”，法国作家克里斯蒂安 · 加尔

桑的《被偷走的生命》、李敬泽首次结集

出版的演讲集《空山横》等一批新鲜出炉

的优质佳作将与读者见面，展现当代文学

的魅力。

典籍研究与学术出版是上海出版界高

质量发展的见证，也是本届上海书展的一

大亮点。

▼ 下转第二版

上海书展分会场开启，公共图书馆带来  场重点活动

走进“书”适圈，解锁阅读的千姿百态
■本报记者 李婷

上海出品矩阵彰显主流价值
“东道主”精品新作首发亮相书展，构筑精彩书香风景

 刊第五版

阅读无尽夏
精彩有“重点”

孩子的“安全守护者”
怎成“麻烦制造机”？

正在“变味”的
儿童智能手表

■ 以儿童即时通讯和安全定位为卖
点，儿童智能手表在发售之初备受家长青
睐，造就了“红海”市场。然而，随着各路商
家进军，产品“卷”出新高度：售价从几百元
到几千元不等，功能更加丰富，从视频通
话、加好友、发朋友圈，到扫码支付、看视
频、听书……儿童智能手表俨然成了微型
智能手机。还有家长直接吐槽：“智能手表
让孩子沉迷，已成为引发家庭矛盾的导火
索。”从最初的孩子“安全守护者”，到如今
的“麻烦制造机”，儿童智能手表的“变质”
是如何开始的？本报记者就此开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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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2024上海书展开幕

在即，上海展览中心正在加紧

布展。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今年上海书展看什
么？千余场活动怎么逛，
书展前半程（8月  日至
  日）精彩活动先睹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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