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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天弛）上海发布今年下半年首个寒潮蓝色预
警信号。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的数据，受强冷空气影响，预

计48小时内本市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降幅可达8℃至9℃，过程

最低温度出现在28日早晨，市区最低气温仅3℃，郊区更低，在

1℃左右逼近冰点。目前，上海寒潮、大风“双蓝”预警信号高挂。

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此次降温“风寒效应”明显。据预

测，今天本市雨水趋于停歇，转为阴到多云，全天气温在8℃至

11℃之间。明天转受冷高压控制，天气晴冷，早间最低气温跌

至4℃左右，白天最高气温仅有10℃，妥妥的“冬日体感”。周

四将出现此轮寒潮过程的极端最低气温，跌至冰点附近。周

五开始，申城开始天气逐渐回暖，本周末和下周初气温可保持

在6℃至15℃之间。

寒潮+大风，申城“双蓝”预警高挂

冷空气发威！最低气温将逼近冰点

上海中心气象台昨天17时发布寒

潮蓝色和大风蓝色预警：受强冷空气影

响，预计48小时内全市大部分地区最低

气温降幅可达8℃至9℃。这是今年下半

年上海首个寒潮蓝色预警。上海各行各

业纷纷行动起来，全力迎战寒潮，保障千

家万户的温暖舒适。

维护老旧水管：包裹材料
精确到毫米

傍晚时分，已经起风。木工黄国强

在田子坊泡了一整天，他要赶在寒潮来

临前，包扎好部分裸露在外的水管。田

子坊的老房子，房龄基本在70年以上。

作为上海永善建筑保养工程有限公

司应急抢险队的一员，在此次寒潮到来

之前，黄国强和团队利用窗口期，给老城

区公房做了一次“体检”。“这里的水管保

温材料，大多是零星、局部的破损。”黄国

强解释，这些水管经历过数次包扎，但因

为往来人员和车辆流动性大，来来往往

间容易碰擦破损。

而修补破损的保温材料，比包扎一

段水管更费力。每一小块都要精确到毫

米，并迅速裁剪出适当尺寸的保温管，紧

密地包裹在管道上并用扎带捆牢。“最重

要的是接缝，确保不漏水。”黄国强说，待

水管“应包尽包”后，消防管道的包裹也

提上日程，让老房安稳过冬。

服务高龄老人：检查空调
制热也询问配药需求

部分老旧社区，居委会社工纷纷行

动起来，通过电话、上门走访、微信等方

式，提示老人们防寒保暖。

黄浦区承兴里，90岁高龄的王阿婆

是居委会的重点关照对象。寒潮来临前

夕，两名居委会干部来到她家中，提醒她

注意防寒。同时，他们还细心检查了王

阿婆家的空调制热效果。他们也叮嘱王阿婆尽量减少外出。

宝山区吴淞十四街坊二期旧改基地，还未从二轮签约生效的

喜悦中回过神，和丰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宋奕奕就要直面寒潮考

验。基地内大多是自建老房，保暖效果差，且目前还有九成以上

居民未搬离。想到基地中还有部分独居老人，宋奕奕带着年轻社

工，将提前购置好的暖宝宝送到老人家中，并耐心询问是否有外

出配药需求。没有物业公司管理的旧改基地，由街道相关部门统

一托管。宋奕奕也担起“应急维修联系人”，一边对接居民，同时

确保时刻联络得上抢修专班，第一时间处置居民家中突发情况。

养护公交线路：提前测试系统候车座椅铺上垫子

应对降温，巴士五公司所属65路、46路、108路、40路等线

路连夜提前对车辆空调制热系统进行保养和清洁，机务人员逐

一对制热系统进行测试，确保制热系统状态“在线”。巴士五公

司一车队党支部书记耿凯告诉记者，65路北区终点站候车区域

的不锈钢座椅上铺上了垫子，为市民提供一份温暖。

巴士一公司九车队机务副队长吴磊介绍，车队也强化驾驶

员的冬季行车安全教育，针对雨雪、雾霾以及冰冻等灾害性天

气，提前做好各类防范措施。管理人员在发车前会对驾驶员开

展安全教育，加大对重点线路、高峰时段、关键路段驾驶员安全

行车的提醒，站管员增强GPS动态监控检查力度，确保寒潮期间

运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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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占悦）日前，市政协和市政府侨办联合召开
2024年华侨华人经理人座谈会。邀请7位华侨华人经理人，围

绕“相聚上海 共谋发展——助力上海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一流营商环境”主题交流座谈、建言献策。

市政府侨办介绍了新时代上海侨情变化趋势特点和今年以

来市政府侨办以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线，

构筑“相聚上海”品牌矩阵相关工作情况，希望各位经理人成为

上海扩大国际“朋友圈”，深化中外经贸文化合作交流，打造高水

平对外开放高地的参与者、受益者、推动者，表示将与各职能部

门加强联动、形成合力，提升聚才引资实效；用好华侨华人经理

人座谈会平台，谱写“凝心聚力同圆共享中国梦”的时代新篇。

据了解，市政协与市政府侨办自2006年起联合举办华侨华

人经理人座谈会，上百位华侨华人经理人和创新创业人士受邀

参加，为上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市政协副主席吴信宝出席。

华侨华人经理人座谈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周辰）日前，在武汉大学樱顶老图书馆，来自
司法实务、法学理论等领域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专家教授、高

校学生们共聚一堂，上海法院实务专家组团式进高校系列巡讲

启动活动在这里举行。

上海法院通过体系化部署、特色化打造、项目化推进，先后

与全国24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学术交流、

实践教学、互聘互派等10个方面开展深度合作，率先开展以省

级高院牵头组织实施的实习法官助理项目，首次面向外埠高校

设立第一批10个教授工作站，与高校联合编撰审判实务系列教

材，开设20余门学期制课程等。

此次上海法院实务专家组团式进高校系列巡讲首站巡讲，

由4位上海法院实务专家进行授课，分别聚焦刑事司法、司法伦

理、金融审判、涉外商事审判等领域，带来审判业务专家的深度

思考与现场交流。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二级大法官贾宇出席

活动，并在武汉大学“珞珈讲坛”开展系列巡讲首讲。

上海法院实务专家进高校巡讲

“陈望道用手一抹

嘴，哎呀！一手的墨

汁，再低头一瞧，竟然

把墨汁当红糖，蘸粽子

吃了……”铿锵有力的

讲演声在上海市历史

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

博物馆）三楼响起，77

岁的龚礼用沪语深情

讲述《真理的味道》，揭开陈望道受命翻译

《共产党宣言》背后的故事。他置身上海近

现代史展厅的中国共产党创建板块，其身

后的展柜和展板上陈列着各种版本的《共

产党宣言》及其内容节选。“这个红色故事

我在社区讲了七八十场，但在红色场馆里

沉浸式讲演是第一次，走‘新’更走‘心’的

形式，让红色历史更加生动。”

昨天下午，百名优秀“红色故事传讲

人”汇聚上历博，“光荣之城”2024年上海市

民文化节红色故事讲演大赛颁奖展示活动

在这里举行。活动以展厅为舞台和背景，

设置了6个展示点位，由传讲人在此讲述与

展厅内容相呼应的红色故事，勾连出一条

声画合一的“红色之路”，引领观众一边看

展一边听故事，身临其境走近波澜壮阔的

革命岁月，深刻体悟血与火共同淬炼的伟

大建党精神。

深情回眸，重温红色记忆

上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

地和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地，红色基因流淌

于城市血脉，构筑起城市精神的鲜明底

色。作为“光荣之城”2024上海红色文化季

市级重点项目，红色故事讲演大赛特别选

定5月27日——上海解放纪念日作为启动

日，以市民为主体，面向全市征集激荡人心

的红色故事。“参赛者来自各行各业，年龄

分布广，体现了广大市民对于红色文化发

自内心的热爱。”本次大赛评委范嵘说，红

色故事讲演贴近群众，从故事挖掘到故事

讲述，参赛者全身心投入，是红色文化赓续

传承的生动实践。

记者在展示活动现场看到，为了让红

色故事更能打动人、更具亲和力，传讲人们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比如，龚礼在讲演

《真理的味道》时，引入评话表演中的“口

技”，模仿风声、敲门声等，让故事呈现更加

活灵活现。与此同时，他选择了以上海话

讲故事。“沪语接地气，是上海文化的重要

载体，观众听了更亲切，对不会讲上海话的

人也是语言环境的熏陶。”龚礼笑言。

“她用生命谱写的壮丽革命诗篇，至今

读来依然荡气回肠。”被第一位女共产党员

缪伯英的事迹打动，李明慧、邵培瑾以“一

讲一演”的形式，动情讲述了这位战斗在工

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第一线的巾

帼英雄“以身许党”的故事——她在白色恐

怖中千方百计开展革命工作，最后为躲避

敌人抓捕，在河水中浸泡数小时，染上伤

寒，因病辞世，只留给丈夫和孩子们三粒纽

扣。这三粒纽扣原件现存放于上海龙华烈

士纪念馆，成为李明慧、邵培瑾由心而发讲

述红色故事的原动力。

有着36年党龄的马艳华，从多方搜集

资料，串联起绮云阁的故事，这是第一面红

旗在上海升起的地方。“他们为了把旗杆撑

起来，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我想把老

一辈共产党人的精神和信仰，以故事讲演

的方式传达给更多年轻人。”她说。

激励人心，迈向美好未来

《红色战“瑛”》《永不消逝的电波》……

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红色故事，将人们带回

了风云际会的战争年代。而移步至上历博

五楼屋顶花园，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

究院王心怡讲述的《数说强国之翼：从零到

一》，诉说十年艰难攻关让中国大飞机拥有

“中国大脑”的故事，则带人们“穿越”回75

年后的上海。29岁的王心怡表示，自己是

大飞机项目的参与者、见证者更是发声者，

选择来参赛希望将记录的故事传播得更

远，传递更多的精神力量，“我们和大飞机

的故事永远在路上”。

“红色之路，有起点，没有终点。”上海

历史博物馆馆长周群华说，上海是名副其

实的初心之地、光荣之城。在赓续红色血

脉中，我们不仅要铭记奋斗的过去，更要

从红色文化中汲取力量源泉，奋力创造新

奇迹、展现新气象。C919的故事，是红色

精神在当代的延续，引导人们迈向美好的

未来。

“参赛的全过程，犹如上了一堂鲜活的

思政课。”22岁的黄嘉言是一位视障者，

2021年失明的他曾一度颓废，是中共南汇

第一任县委书记周大根英勇抗战的故事鼓

舞了他，让他重新振作起来。他带着《血染

新芦苇》参加了红色故事讲演大赛，还加入

了全部由视障人士组成的“不靠谱乐队”。

“红色故事激励人心，让我勇往直前。”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馆长吴鹏宏透露，

在红色场馆里沉浸式听红色故事有望常态

化。通过公共文化配送，红色故事讲演也

将深入城市肌理，让优质的文化资源直达

基层。下一步的目标，是在今年红色故事

讲演大赛的基础上，组建上海红色故事宣

讲团，将红色故事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光荣之城”    年上海市民文化节红色故事讲演大赛颁奖展示活动举行

在红色场馆里沉浸式听红色故事

▼市民马艳华讲述《绮云阁——上海

解放时第一面红旗升起的地方》。

▲市民龚礼用沪语讲述陈望道受命

翻译《共产党宣言》背后的故事。

虹口区武进路455号，巴金图书馆昨日

中午12时正式向公众开放，第一批读者走

进这所图书馆，体验巴金与上海文献图片

展，为巴老献上最生动的生日祝福，纪念

巴金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巴金生日之

时达到高潮。巴金曾言：“我经常提到人

民，他们是我所熟悉的数不清的平凡而善

良的人。我就是在这些人中间成长的。”在

这一时刻，人民作家与这座城市的人民同

呼吸、共命运。

本次系列纪念活动由巴金图书馆揭幕

暨巴金与上海文献图片展揭幕式、第十四届

巴金学术研讨会、青年与文学的未来——青

年作家创作座谈会、纪念巴金先生诞辰120

周年捐赠藏书展、巴金在徐汇图片文献展等

多项活动组成，在上海和北京展开。

巴金始终热爱青年，他嘱托青年作家

“首先要做一个真诚的人”，要“作家和人民

心贴心”。昨日下午，青年与文学的未来——

青年作家创作座谈会在上海作协大厅举行，

白琳、陈春成、董夏青青、杜梨、王占

黑、周嘉宁等各地青年作家共同缅怀巴

金。王占黑每每看到《随想录》中“说真话”

“写真话”总是感到动容，“最简单朴素的话

有最简单朴素的道理，巴老说‘大家都把心

掏出来，我们又能够看见彼此的心了’，我想

了想觉得写作本身就是把自己的心挖出

来、掏出来，不要怕没有人会看，没有人会

接，没有关系的，只要挖出来就好了”。白

琳同样热爱着与“青年”相关的事物，热

爱着那份“真”，她说，“保持着某种简单

的热爱和真诚，是写作的核心”。董夏青青

更是意识到，“巴老的作品给了几代人抒发

青春意志的出口。而这次阅读 《英雄的故

事》和《随想录》，我要用至真、至善、至

爱的光去晾晒隐藏着的假恶丑的‘霉菌’，

也要像先生那样勇于走进一线，写下最可

爱的人的故事”。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

泽认为，“‘把心交给读者’意味着先以读者

为心，先以苍生为心，你掏出去要有人接着，

才能真正发生关系。在我们当下的时代如

何实现，恐怕我们要下大功夫的”。他寄语

青年作家：“每一代作家都有自己的开天辟

地，巴金他们在开天辟地，到了上世纪80年

代余华他们也在开天辟地，到你们其实也在

开天辟地。‘青年和未来’确实息息相关，但

这不是个自然事实，这是巨大的责任，也是

巨大的自觉，也是巨大的能力和幸运。”本次

研讨会由上海市作家协会、《收获》文学杂志

社和巴金故居主办。

据悉，为了纪念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

向公众展示巴金先生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

馆的丰富藏书，2024年12月18日至2025年

2月28日，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故居主办

的纪念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捐赠藏书展即

将在北京开展。展览将以图书展的形式深

情回顾巴金先生一生的文学成就与贡献。

巴金认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是表现中国人民

美好心灵的丰富矿藏，他曾将自己数千册藏

书、众多手稿、书信，以及十五万元的稿费捐

给文学馆作为建设之用。“建立中国现代文

学馆是我一生最后一个工作，我愿意把我最

后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我相信它

的前途非常广阔。”巴金“一生最后一个工

作”如今走过三十余年历程，接待了成千上

万的参观者，各项事业也正在蓬勃发展，蒸

蒸日上。

纪念巴金先生诞辰   周年系列活动高潮迭起，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作家代表共同缅怀——

“巴老的作品给了几代人抒发青春意志的出口”

昨日，巴金图书馆正式向公众开放。 本报记者 周俊超摄

均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制图：张继

（上接第一版）陈吉宁听取中国电气装备

集团董事长李洪凤、总经理周群关于企业

主责主业、产业布局及数字化转型情况介

绍，对中国电气装备集团积极参与支持上

海经济社会发展表示感谢。陈吉宁说，顺

应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需要，发展以

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

区块链技术是重要支撑。希望中央企业

依托自身专业优势，更好发挥链主作用，

把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充分带动起

来，推动更多企业上链用链、实现数字化

转型，更好参与构建绿色低碳供应链体

系，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

合，为国家“双碳”战略目标实现和可持续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上海将持续营造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企

业提供高效沟通对接和便利服务保障，助

力企业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实施、实现更好

更大发展。

随后，市领导来到上海信医科技有限公

司调研。作为医疗区块链大数据服务企业，

该公司研发的医疗健康区块链中台，打通了

医、药、险等医疗数据要素。陈吉宁听取企业

创新研发及平台建设相关情况介绍，察看基

于区块链技术的中药代煎溯源平台“中药安

心达”服务检测演示，了解关键核心技术、市

场运营模式以及规则标准制定、检查结果互

认等。陈吉宁说，区块链技术应用已延伸到

产业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诸多领域。

要结合企业优势专长，持续深耕细分赛道，做

好“区块链+”的大文章，不断深化区块链技

术在医疗健康等领域的应用，推动降本增效、

流程优化、品质提升，助力医疗机构为人民群

众提供更加智能、更加便捷、更加优质的公共

服务。

市领导李政、刘多参加调研。

持续深耕细分赛道
做好“区块链+”大文章

（上接第一版）要在引导青年建功立业上出

实绩，带领支持青年在服务国家战略、投

身改革实践、矢志创新创业、共建人民城

市中发挥才智，勇于挑大梁、当主角。要

在解决青年急难愁盼上见实效，聚焦就

业、安居、婚育等领域千方百计办实事、

解难题，让青年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度获得

感。要在谋划青年发展规划上有实招，坚

持开门搞规划，加强研究研判，多谋好思

路、多提好办法。各方要加强整体谋划、

系统推进，强化工作机制，强化政策供

给，强化氛围营造，合力推动上海青年发

展事业再上新台阶。

市委常委、副市长华源主持，团中央有

关负责人出席会议。市有关部门、区和青年

代表作交流发言。会上，旨在解决青年来沪

求职就业过程中过渡性住房需求的公益服务

项目“青年驿站”正式上线。

推动青年工作城市发展双向奔赴

（上接第一版）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扶持，

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发展。

要强化技术攻关，加速实现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和成果转化应用。要突出场景开发，聚焦

电源侧、电网侧、用户侧，积极开发更多应用

场景，推动更多示范项目落地。要突出龙头

引育，支持有实力、有潜力的企业在沪发展，

打造高水平新型储能产业集群。

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加快推进韧性安全

城市建设的意见》并指出，要坚持软硬结合，加

快推进一批事关城市韧性安全的重大项目建

设，提高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水平。要坚持平

急结合，推动应急管理与城市治理有机融合，

加快完善“平急转换”工作机制，确保快速响

应、高效处置。要坚持远近结合，聚焦当前重

点领域突出风险，并超前谋划实施一批管长

久、利长远的项目，确保城市可持续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推进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