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浦区居民徐建国退

休后在家附近找到一个好

去处——“尚体乐活”。这是

一家专门针对老年人运动特

点开设的健身中心。徐建国

每周要去四五天，跑跑步、练

练器械，动作不对、练得不

当，还有社区健康师上前指

导，“主要是方便”。

10分钟内找到适合自己

的运动场地和方式，在杨浦

区，市民日常健身有了丰富多

维选择。日前，杨浦区举办体

育高质量发展推进大会，聚焦

“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落地相关政策，实

现社区市民健身中心各街道

全覆盖，到2035年区域内新

增体育场地面积约40万平方

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1.8

平方米，率先实现“10分钟社

区体育生活圈”高质量全覆

盖，实现区域内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人数比例达58%左右，每

万人拥有体育健身组织不低

于55个，打造更高水平的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引领区，打

造“处处可健身、天天想健身、

人人会健身”的环境，为人民

城市添彩。

建设“五大体育公园”

杨浦区拥有深厚的体育

文化积淀，享有足球之乡、游

泳之乡、田径之乡等美誉。近

年来，杨浦区以建设全国首

批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青

少年体育训练中心、体育消

费试点城市为抓手，加大供

给力度、提升治理能级、完善

服务体系，让老百姓感受到

实实在在的变化。5年间，区

域内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从

0.97平方米增至 1.39平方

米，体育场地面积位居中心

城区第一。聚焦居民科学健

身，杨浦区率先在全国试点

社区运动健康师、社会体育巡访员。

“将针对市民不同需求优化健身点

位布局，比如在老年人较多的区域匹配

更多的步道，在年轻人较集中的区域多

落地一些球场。”杨浦区体育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持续放大全国首批全民运

动健身模范市成果，未来将进一步拓展

优化体育空间，建设以冰雪为特色的复

兴岛体育公园、体绿结合的杨浦体育公

园、多功能复合型的黄兴体

育公园、水岸联动的新江湾

城文体公园及全面焕新的江

湾体育场等“五大体育公

园”，还将新建若干个都市运

动中心。

做强“一街一品”赛事

优质赛事是带动全民健

身的重要途径。在杨浦区，市

民家门口“天天有活动、周周

有赛事、月月有亮点”的氛围

日益浓厚。杨浦区年均举办

400余场赛事活动，吸引市民

约20万人次参与。为推动赛

事的多元化，杨浦区体育局发

动社会力量办赛，在赛事设计

上也力求覆盖全人群，形成适

合各年龄段的梯度选择。

在赛事活动场景上，将

培育扶持时尚体育运动、水

上运动、户外运动等赛事，推

广“跟着赛事去旅行”，开辟

夜间体育新场景。同时将推

进“区-街道-居委会”三级全

民健身赛事活动体系全覆

盖，做强“一街一品”全民健

身赛事活动，推广智力体育

和科技体育项目。

针对青少年将进一步整

合优质资源，全面实施体育

课程改革工程、赛事活动共

建工程、后备人才培养工程、

体育素养评价工程、资源共

享合作工程等，让杨浦区每

一片校园都成为“运动苗子”

的成长沃土。

校企联手助推智
慧健身

跳绳运动的智能分析

数据，变成了国民品牌回力

鞋业产品焕新的依据。在杨

浦区，全民健身火热氛围催

生出更多产业合作可能。同

为杨浦区的企业，跃动跳绳

与回力鞋业通过数据合作，

共同开发了专业跳绳鞋。如

今，跳绳鞋升级又加入一员大将——上

海体育大学力学实验室，校企联手为跳

绳爱好者和运动员提供更高性能、更具

科技感的运动装备。

杨浦区主动拥抱数字时代，未来将

建立市民体质监测、体育服务配送、科

学健身指导等数字化档案，推进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一网通办”，建设更开放、

共享、多元、创新的全民健身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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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上海！”在小红书等社交媒体

上，面对精彩纷呈的上海国庆长假演出

节目单，不少外地网友发出这样的感慨。

今年长假期间，仅演艺大世界区域内预

计将上演128台剧目、共计近700场演

出，类型覆盖音乐剧、话剧、舞剧、儿童

剧、戏曲曲艺、音乐会等。打开沪上演出

市场这个容纳多元审美的“艺术珍宝

盒”，从各地前来的演出爱好者为了一部

戏奔赴一座城，带动申城文商旅消费热。

从“电波”“魅影”到《巴黎圣母院》，

享誉全国乃至世界的爆款剧目都将在申

城舞台燃动大家的热情；从上海之夏首

届上海国际电音节——2024百威风暴

电音节上海站到2024辰山自然生活节，

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上海辰山植物园，或

古典或新潮的好音乐等待各年龄群的乐

迷前来欣赏；而演艺新空间里打破边界

的多元剧目、户外草坪的“宠物友好”音

乐会，也彰显着上海这座城市的无限创

想和人文情怀，要让更多的观众获得幸

福感和满足感。

来上海“打卡”全球爆款演出

这个“十一”来上海看音乐剧，成为

剧迷打卡申城的“必选项”。原版音乐剧

《剧院魅影》时隔20年回归上海大剧院，

用1986年延续至今的经典版本带来不

变的感动。时隔5年，法语原版音乐剧

《巴黎圣母院》重回上海文化广场，为中

法文化交流再次开启一扇窗。“不敢相信

国庆的我将是多么快乐的女孩！”今年7

月，小红书网友G.（网名）早早预定了这

两部爆款音乐剧的演出票，像她这样的

“音乐剧女孩”还有千千万万，将在上海

找到她们的快乐源泉。

上海不仅仅是音乐剧之都，也是名

副其实的爱乐之城。世界顶尖室内乐

团——萨尔茨堡室内乐团和法国著

名钢琴家——埃莱娜 · 格里莫首次合

体亮相凯迪拉克 ·上海音乐厅，共同为观

众带来“古典之声”；百年名团——圣彼

得堡音乐学院学生合唱团首次访沪，携

俄罗斯音乐精髓呈现音乐盛宴；在捷豹

上海交响音乐厅主厅和演艺厅，维也纳

约翰 ·施特劳斯演奏家乐团、开普敦歌剧

院合唱团也将满足乐迷们的耳朵。

申城的舞蹈爱好者同样能大饱眼

福。俄罗斯原版引进草地戏剧秀《地球之

舞》将在上海文化广场户外舞台带来无

界表演。作为俄罗斯三大芭蕾舞团之一，

莫斯科国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

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芭蕾舞团携布尔

梅斯特版芭蕾舞剧《天鹅湖》，今天将登

陆上海保利大剧院，这也是该舞团纪念

其首次来华70周年及布尔梅斯特诞辰

120周年的重磅演出。

中国原创集结，共贺国庆佳节

国庆长假期间，一批应景的红色主

题演出和中国经典原创相继登场，为观

众带来视听盛宴。国庆节当天，上海民族

乐团的《国乐咏中华》音乐会借国乐之

声，抒发对祖国的挚爱与敬意，与观众们

一同在民族音乐的多元呈现中，见证古

老文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经典回归的同时，国庆的申城舞台

也能见到“新面孔”。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制作出品的原创话剧《无名之城》在国庆

档完成全国首演。作品关注到不为人知

的中国核工业的秘密摇篮——“404核

城”，聚焦到“核城”里的每一个个体身

上，每个人在经历了痛苦挣扎、失去、怨

恨等诸多情绪后，最终还是选择为了国

家的利益，在一片无尽的荒漠戈壁中奉

献自己的一生。

文商旅交汇，好戏解锁新空间

近年来，演艺新空间是沪上演出的

新晋关键词。走出剧场、打破边界的演出

为观众提供了更多元、更有趣的选择。这

个国庆假期，城中热门打卡地上生 ·新所

俨然“处处是舞台”，上海现代人剧社的

“第五届悬疑戏剧展演周”将在此与市民

和游客邂逅。

在上生 ·新所，百年建筑群和最近对

外开放的二期共同构筑起一道连接两个

世纪的人文景观。在孙科别墅，沉浸式流

动戏剧将零距离与观众共赴秘境。为满

足观众的夜宵需求，园区内餐饮营业时

间有所延长，在演出结束后的深夜，依旧

能提供丰富的美食体验。

而在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的森林剧

场，“动物城”音乐会照进现实。作为“宠

物友好”专业剧院的先行者，九棵树积极

响应奉贤区宠物经济发展的新业态，于

国庆期间联合上海轻音乐团打造萌宠音

乐会，欢迎听众携带宠物入场。届时长

笛、手风琴、打击乐三重奏将在户外草坪

响起，人类观众和“毛孩子”们可以同场

欣赏《天空之城》等歌曲。

从室内户外到演艺新空间，上海国庆长假演出精彩纷呈

打开“艺术珍宝盒”，在申城舞台看世界

（上接第一版）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滩公

园巷以“浦东第一街巷”为目标，打造钱

家滩路限时步行街，通过创新的街巷商

业形态，串联起前滩区域的10余栋商

业楼宇，并与相邻的晶耀前滩与前滩休

闲公园共同形成“Mall+街区+滨江公

园”生态，试图构建出可互动、可漫步的

邻里空间。

打磨调性，用创新打造记
得住的商业

在开放的基础上，让“商旅文体展”

从物理叠加向化学乘数效应转变，既要

讲究融合，也要讲究特色，创新变得尤为

重要。

新商场纷纷拿出新玩法。记者在西

岸梦中心看到，这里的零售业态以体育

运动品牌居多，特别是在靠近街道的内

街，分布着露露乐蒙、阿迪达斯、斯凯奇

等 品 牌 ，还 有 On昂 跑 runbase概 念

店、+phenix、Patagonia、Garmin等国际知

名户外运动品牌也将陆续开业，以配合这

里流行的步道、骑行、攀岩等运动。在经

营者的理念中，未来“买一双鞋，就能在滨

江跑步”或者“骑行装备缺了，立刻就能补

齐”将是滨水业态的一种生活方式。

创新的思维往往能打开“商旅文体

展”联动的想象力。根据周边生态圈中

“文”与“旅”的特质，花木时光里打造出

空间品牌“鲸奇Amazing”，虽然位于B1

层，但国庆期间仍吸引大量消费者来尝

鲜。记者看到，围绕“兵马俑”这个关键

词，这里既有首个大型XR超感沉浸文

博新体验项目“兵马俑奇妙夜”，也有为

孩子们设置的“小俑士研习社”，还能在

秦潮食集全国首店里体验陕西美食，用

崭新形式将文博文创、消费体验、研学教

育、非遗美食等多元要素融于一体，展现

“商业+文旅”的多元可能。

“我们希望以文化消费为抓手，来打

磨自己的调性。”花木时光里相关负责人

介绍，他们在规划首店之初就考虑与“文

化握手”，让商业空间成为区域内文化输

出的又一载体。比如，走进句象书店上

海首店，你就会发现它很不一样，工作人

员李蒙介绍，书店面积达1060平方米，

打破了“卖书”的模式，“可以购买月卡来

借阅150元以下的书籍”，除了增加餐饮

消费之外，书店的另一个创新在于课程，

“我们书店内有大量英语原版绘本，还设

置了教室，将通过定期开课来满足原版

阅读的需求”。

打造燃点，让联动与城市
活动共振

对于赶在国庆节前开业的新商场

而言，这个假期的关注度和火爆度格外

关键。

在西岸梦中心，首届德甲金色嘉年

华已开场，世界首个Bundesliga德甲金

色博物馆“快闪”至此，球迷们有机会现

场了解德甲60余年历程。与此同时，修

旧如旧的滨水市集BLOOMARKET还打

造了德式餐厅，供应地道的德式美食美

酒，球迷还能参与德甲直播观赛派对。

国庆期间，作为“上海之夏”七大标

杆活动之一的首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正在

举行，多个新开业商场也积极融入其中，

以光影为巨幕，将商业与景点相连。作

为徐汇分会场之一，从10月1日至18

日，西岸梦中心的砼仓及船坞化身为光

影的海洋，呈现《梦的放大器》与《时光回

廊》两场大型光影秀，带动滨水新“夜”

态。在浦东分会场，前滩公园巷从9月

27日起策划了以“光屿公园”为大主题

的展览，记者在现场看到，数字艺术团队

XFF《蝶舞小径》艺术装置通过地面投影将

温柔的水纹、美丽花瓣与飞舞的蝴蝶播撒

在街区步道之上；Amigo& Amigo带来的

《蝴蝶铃铛》艺术装置，可奏出光与声的交

响乐，打造夜间限定的视听盛宴；而在花木

时光里，这里以国风民乐、现代舞、潮流DJ

结合光影秀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光影之

境——花木时光”。

今年4月，《上海市进一步促进商旅文

体展联动吸引扩大消费的若干措施》发布，

强化业态融合，促进要素聚合，推进市场复

合。分析人士认为，商旅文体展联动将深

度影响未来商场的形态与模式，无论是荟

聚综合体的北欧微度假、西岸梦中心的滨

水文旅还是前滩公园巷的街巷商业，都有

助于以联动创造新场景，以“体感升级”定

义融合新玩法，打开“商旅文体展”的更多

想象力。

创新业态，新开业商场打开“商旅文体展”联动想象力

升级改造中的上海科技馆牵动市

民的心，未来它会是什么样？上海科技

馆近日发布三年行动方案（2024-

2027年），力争通过七大行动、22项重

点任务，推动文化与科技、新质生产力

与新质科普力深度融合，成为市民喜

闻乐见的科创新空间、文旅新地标和

休闲新街区。

上海科技馆是“三馆合一”的综合

性科学技术博物馆集群，也是沪上科

普旗舰和文化地标。升级后的上海科

技馆将于明年底启动试运行，将全面

升级常设展区和科学影城，新增室内

外公共空间，“闭馆”期间市民也可在

科技馆就餐、看电影。

打造更开放的科创休闲街区

偌大的上海科技馆引人畅游，可

否在每天运营结束后和周一闭馆期间

提供“延时服务”？

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透露，馆

方将以打造开放的科创休闲街区为理

念，延长电影院、创新工坊等场所的开

放时间。“周一闭馆期间，这些场所也

将对外开放，晚上10点想看场电影，

科技馆的放映厅也欢迎观众到来。”

开放不仅体现在延长部分空间和

场所的服务时间上，还将唤醒更多“沉

睡”在库房的展品。作为上海科技馆分

馆之一的上海自然博物馆正在推进

“一平米博物馆”进100所校园、100个

“未来馆长说”小馆长培训、100个“自

然科学文化艺术课程”三大项目建设，

自然博物馆30万件馆藏中的精品将

出现在更多学校和社区。

三年将推  个以上原
创展览

高质量内容永远是博物馆的立身

之本。行动方案透露，上海科技馆将打

造“十大精品课程”和“十大精品活

动”，每年新增各类原创课程、活动不

少于15项，三年推出不少于12个原创

临展和巡展，引进不少于3个高水准

国际临展等。

明年是上海自然博物馆搬迁十周

年，届时馆方将推出“中国恐龙大展”。倪

闽景表示，中国是发现恐龙化石种类最

多的国家，恐龙在地球上生存的1.5亿年

间，几乎每个重要阶段的恐龙化石在我

国都有发现。

上海科技馆的特种电影总是“一票

难求”，除了开放时间有限，内容供给也

是瓶颈。据透露，未来，巨幕、球幕、4D等

科普影视供给将大大增加。灵感来源于

2021年举家迁徙的西双版纳野生亚洲

象群“短鼻家族”的4D动画电影《象之童

话》，将率先在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映，另

有一部名为《AI诸神之战》的4D电影和

一部以芯片为主题的巨幕电影也在紧锣

密鼓的筹备中。

将   融入游戏、元宇宙
和大模型

凶悍却不失蠢萌的暴龙、捍卫自己

后代的窃蛋龙、憨态可掬的大熊猫……

上海自然博物馆的“顶流”们在设计师笔

下有了自己的IP形象，未来公众可在水

杯、服装、挂件、手办等文创产品中与它

们相遇。

去年底，上海自然博物馆首次推出

馆方IP图库，包含“恐龙地带”“生命长

河”“珍稀 ·珍惜”三个主题图库、24个IP

形象。为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提升

科普文创产业质效，上海科技馆将广泛

开展社会合作，完善三馆可授权IP素材

库，形成IP品牌集群，每年推出300款以

上文创产品，在馆内开设多功能复合型

文化创意展示空间，参加“上海礼物”等

品牌项目推广等。

上海科技馆自建成以来一直都是业

界标杆，曾连续多年入选“全球最受欢迎

的20家博物馆”。如何让上海科技馆在

下一个20年依然闪闪发亮？更多“升级”

令人兴奋：已举办近300场的“上海科普

大讲坛”将尝试让科学家们的讲座变成

游戏、绘本；持续火爆的上海天文馆将推

元宇宙沉浸式产品和天文科普大语言模

型，让更多人享受天文的乐趣；实施“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室”计划，选拔标准

很简单，只要你“热爱科学、与众不同”。

上海科技馆发布三年行动方案

明年底焕新归来，将提供“延时服务”
■本报记者 沈湫莎

国庆长假期间，正在旗忠网球中心

举行的2024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吸引了

众多观众和网球迷走进赛场近距离感受

网球运动的魅力，上海大师赛现场完全

被球迷们的热情点燃。在上海大师赛，

看比赛不是全部，各色美食、球迷互动项

目和赛事纪念品同样吸引人，旗忠网球

中心的球迷广场上，很多家长带着小朋

友在互动区域的各个展台做游戏、赢奖

品，仿佛进入亲子乐园。

左图：旗忠网球中心的球迷广场人

头攒动。

本报记者 陈龙摄影报道

国庆长假好去处
逛逛上海大师赛

众多爆款剧目、中国经典原创将在申

城舞台燃动观众的热情。

制图：张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