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绿 （中国画） 颜晓萍

回望
艺穗

7朝花
2019年 8月 25日 星期日
www.jfdaily.com

责编：伍斌 执行编辑：张克伟

当蘑菇云升起的时候 徐金潮

虽然已经过去了 48年，但每当盛夏来临，我
都会情不自禁望着大上海高楼林立的天空，回忆
起赴西北两次参加核试验任务的难忘日子。

那是 1971年 7月，我所在的南京军区防化
团接到中央军委绝密命令， 要求我团立即抽调
130人组建混合连，赴新疆参加核试验。我被任
命为该连指导员。准备时间紧，保密性强，全连
官兵不准写书信、打电话。新建混合连的每个战
士都领到了“四皮”———毛皮帽子、毛皮大衣、毛
皮手套、毛皮鞋子。一周后，部队整装待发。

7月 24日深夜，全连从南京尧化门车站登
车出发，分乘四节拉货闷罐车。三个排加连部
炊事班，30多人挤在其中一节车厢， 还得带上
所有个人的装备器材和武器。 车厢内没有窗，

没有电风扇， 战士们须一个挨一个地铺好草
席。为了保密，还不准拉开车厢门，时间一长，

焖蒸难熬。唯一开心的是每到一个兵站下来吃
饭，大伙儿可以活动活动筋骨，吸吸新鲜空气。

全连在闷罐车里度过六天六夜， 没有澡洗，好
多战士身上长满痱子， 有人皮肤发炎长疮，但
大家没有怨言， 深知奔着神秘艰巨的任务而
去，吃苦也值。

我们又转乘卡车，翻越天山，行驶一天后到
达马兰基地。马兰是沙漠绿洲，是核试验基地指
挥部。到达当晚正值八一建军节，基地指挥部组
织会餐，鱼、肉加西北特产的八菜一汤，对一路
奔波的官兵来说真是盛宴一场。 饭后提供的新
疆西瓜和哈密瓜甜又香，放开肚皮吃过瘾，有战
士吃得肚子滚圆，连系鞋带都弯不下腰来。

翌日，全连继续改乘大卡车，向大漠深处
前进。八月，新疆炎暑逼人，有战士晕车，昏昏
沉沉，还有人不断呕吐。近晚九点，听到“向阳
村到了”，大家一阵兴奋。跳下车，却个个都看
傻了眼———目的地不是想象中的农家村庄，见
不到绿树和房子，更见不到老百姓，只有一望
无际的沙漠和一块写着村名的木头指示牌，而
这就是我们连队的营区。

连长来土根一声号令： 下车立即搭帐篷！

指战员们忘却旅途疲劳，抡锤拉绳。几个小时
后，沙漠里竖起新建的帐篷。混合连官兵从此
成了“向阳村”的第一批“居民”。

沙漠荒野里最大的难题就是缺水。连队每

天派出喷洒车（防化部队洗消用的车）到几百
公里外去拉水，一早出发，晚上才能回来。车回
的水甚是宝贵，首先保证做饭喝水，二来保证
刷牙、洗脸、搓身，留下来的水再用来洗脚。连
洗脸刷牙洗脚水都要收集到橡皮筏艇形状的
水囊里，供施工用水。由于水土不服，加之水净
化程度不够，许多指战员一开始拉肚子，连队
及时加强防疫和消毒，总算解决了饮用水的问
题。

连队第一个任务是为前来参试的工程技
术人员建宿舍、饭堂。茫茫戈壁，无石无泥，无
砖无瓦，全靠“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己想办法。

无石开山炸石，无泥到远方去车拉，无砖则平
地垒窑自己烧。我们让过去在家烧过砖的战士
当老师，靠手工拓砖坯，从一开始一人一天只
能拓几百块砖坯，到一天能拓上千块。拓好的
砖坯垒成十几米高的一个大圆柱体砖窑，相隔
几块砖之间夹上做好的煤饼，然后用油引燃煤
饼，就用这种土法上马烧砖。

点火烧窑那天深夜， 官兵们累了一天，才
进入梦乡。可老天爷好像要故意作对，突然电
闪雷鸣，狂风夹着雨点，仿佛要掀翻帐篷，也威
胁着大家用汗水垒起来的砖窑。所有人顾不上
穿衣，光着膀子，穿着短裤，打着手电，用雨布、

雨衣将几层高的砖窑保护好。 大家浑身湿透，

冻得直打哆嗦，却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雨停时已
是凌晨，砖窑保住了，落汤鸡似的战士们你望
着我，我望着你，开心地笑了。

核试验前期训练非常紧张， 连队每天一
大早乘车到几十公里外的试验场熟悉地形，进
行适应性训练。去训练场只有一条临时开辟的
沙子路，经多年雨水冲击，它坑坑洼洼，被戏称
为“搓板路”。车上没座位，卡车开在路上，震得
人五脏六腑都要散架。烈日下，大家穿着防护
服，踩着滚烫的沙子，训练几十分钟下来，已是
汗流浃背，浑身湿透。一次返回途中，由于气温
过高，汽车水箱缺水，无法开动，战士们自觉地
把水壶里喝剩下的水都倒入水箱， 还不够，就
发动大家依次向水箱里解小便， 硬是把车开
回了驻地……

1971年11月18日，是令人永生难忘的日子。

这天凌晨，我们整装赶赴离爆心几十公里外
的集结区。每人穿好防护服，佩戴防护镜，静候核
爆炸时刻的到来。 在可远远望见的一个小山坡
上，核弹放置在斜坡上一间房子里，爆心往地下
三十多米则构筑了许多工事，有指挥所、管道设
备和作效应试验的动物。我至今仍记得放置核弹
房屋的外墙上刷着大字标语：“帝国主义的寿命
不会很长了！”

天空万里无云，戈壁滩上聚集着数百名参加
核试验的官兵。沙漠一片寂静，连风都停止了吹
动，只有广播里传来关于注意事项和核爆时刻的
提醒。 几百双戴着防护镜的眼睛聚焦同一个方
向。十、九、八、七……起爆！瞬间，一道强光带着
热浪扑面而来，几秒钟后则传来震耳欲聋般的巨
响。刹那间，红色火球腾空而上，远方几百米外风
沙骤起，聚夹着沙尘烟云，拔地飞上高空，形成一
个巨大的蘑菇状烟云。

“成功啦，核爆炸试验成功啦！”

所有人欢庆跳跃，欢呼声响彻大漠。

几分钟后，参加核试验的执勤连队分别乘装
甲车，从各方向朝爆炸点开进，执行核辐射数据的
侦察收集任务。此后一个多星期里，各班组反复进
爆区收集各种核辐射数据，这些第一手的资料，为
我国进一步展开科学试验提供了翔实的依据。

其实，核试验过程并不总是成功和胜利，自
始至终伴随着艰难曲折， 有时还要面临巨大的
风险。

经一段时间休整和训练，混合连又参加了核
弹空爆试验。一个下午，12时 30分，一架带着核
弹的“强五”飞机从基地起飞，从我们观察哨上空
呼啸而过，向投掷点飞去。就在飞机到达投掷点，

飞行员按下核弹解锁开关时，意外发生了———核
弹没能脱钩，仍在弹舱内。飞机迅速飞离投掷点，

按要求再次投掷。看着飞机从头顶擦过，大家心
里都捏着一把汗。可万万没想到，第二次投掷又
失败了，核弹仍然没脱钩！

我在耳机里清晰地听到指挥所广播员惊叫
“我的天呀，怎么搞的”。飞行员以极大的勇气再
投第三次，却没有成功。“强五”不得不闭舱带弹，

飞回基地着落。这是异常惊心动魄的一幕，如今
回想依然庆幸那天没有出事。我们佩服那位飞行
员的勇敢和沉着，他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经一个多月查找原因， 总结经验，1972年 1

月 7日，第二次空爆核试验终于成功了。

看着满天通红的火球和腾空而起的蘑菇
云，大家忘却了几个月来的辛苦和劳累，沉浸在
无比的喜悦和欢庆中。之后，所有人又全神贯注
地投入对核爆后变化的观察， 一丝不苟地记录
下各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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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耳倾听》 讲的是一个平凡故
事。与《龙猫》一样，一个家庭里两个女
儿，姐姐即将大学毕业，妹妹正读着
初中。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
个素淡的家庭，爸爸是图书馆普通职
员，妈妈热爱学习，去攻读硕士学位。

一家人每天急匆匆的，妈妈临走总是
吩咐女儿，把米洗一下啊，把被子晒
一下啊。 阿雯与姐姐挤在高低床上，

每人在自己床边围一片布幔，躺下便
是独自的世界了。那个年代的床散发
着木质的清香，甚至那张书桌以及台
灯都那么温馨。一把椅子，高度刚刚
好。 作为一名爱读课外书的女孩，阿
雯每夜坐在这把椅子上，就着橘黄的
灯光温习自图书馆借来的书。

一日，爸爸说，图书馆要改为电
子卡借阅了。阿雯说：我还是喜欢卡
片呢。就这一句温柔地荡一下，一个
可值得回忆的年代过去了。

四口之家，拥挤而杂乱，可是为
什么看起来那么温馨呢？因为有爱。

门口一只盆，插了四五把雨伞，这里
总是雨季多些。电饭煲搁在茶几上，

煮好饭，坐在桌前，随吃随舀。噗噗
噗地冒着热气的电饭煲， 在雨天格
外给人暖意。饭勺插在电饭煲一角，

静静守护着这四口之家的一切。

妈妈匆匆走了，姐姐也走了，阿
雯忽然自梦里惊醒，翻身下床，刷牙
洗脸，往嘴里塞面包片……咔嗒一
声，把门关起，飞起下楼，奔到街
上。镜头忽然切换至楼上走廊，那里晒着所
有人家的衣物、被单，微风轻拂，把所有的
衬衫吹得飘起，梦境一样美好，叫人看得见平
凡日子闪着的金光，殷实，饱满，仿佛被什么
光荣梦想所鼓胀着。阿雯就这么跑着，一直跑
下去……这一幕总是叫你想起童年、山坡、青
草，以及一条不为人知的隐秘小径。

吉卜力的伟大，在于它一直紧紧拥抱着
平凡生活，并致力于歌颂它。

有什么不好吗？ 这就是人的生活啊，幽
微，琐碎，被点点滴滴的爱意加持，有了微
光。或者一个人走在凛冽的寒冬，忽见一盏
灯，纵然不能温暖你的身体，可不也照亮了
你的灵魂么？

影片中，时时有竹笛想起，总是把人送
至邈远之境。吉卜力、宫崎骏、久石让，似一
直相互成就的一个整体。一次，久石让举行
音乐会，宫崎骏静静坐在台下，不晓得为什
么，忽然流起泪来。末了，捧一束花，腼腆地
走向久石让，两人拥在一起，孩子似的哭。不
愧为灵魂搭档啊。久石让有一首钢琴曲《你
可以在雪夜静静等我吗》，纯净而安宁，似可
抚平一生的皱褶，纵然一个人注定独行于飞
雪弥漫之境，也是无所畏惧的。

伟大的艺术家之所以伟大，在于他们始
终保持了一颗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如何来？

自童年来。 一个人倘若将童年保护好
了，他日后的创作力将永无枯竭。

童年是值得致敬的，童年是许多艺
术灵感的源头。

《侧耳倾听》里有许多美好的元素，

它们一律自“童年”来：隔壁班的男孩，

懵懂的爱意，有着深厚阅历的隔壁老爷
爷，还有老爷爷店里等待维修的古老的
钟———见证了王子与公主每天十二点
才能见上一面的钟，许多小矮人在钟座
里打鼓……导演分明在向欧洲童话致
敬了。那些道具，无不匠心独运。一只肥
猫独自坐电车，到站即下。它与阿雯坐
在一起， 疾驰向下一站。《千与千寻》亦
如是，千寻与无脸人静静坐在电车里去
寻钱婆婆，两个人，孤单着，又彼此依
靠。这样的镜头让人无法忘记，车窗外
的景物呼啸着往后退去，不同物种的两
位，彼此支撑在这个世上。

片中，阿雯的“隔壁班的男孩”对圣
司大学不想念了，他要去意大利某小镇

学做小提琴。爱让人自卑，阿雯深觉
自己未有拿得出手的技艺，从此废了
功课，狂写起小说来，成绩一落千丈，

连姐姐也急了。 爸爸邀请妈妈一起，

在晚餐桌前与她沟通，以平等的姿态
给予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充分尊重，并
非似我们身边的许多父母那样，端着
大人不可一世的权威去向一个弱小
的生命咆哮、斥责、打骂。甚至，阿雯
不肯说出到底因为做一件什么事而
耽误了功课。爸妈也不勉强，尽量给
孩子以宽容和时间。这就是代际文化
吧，没有压迫与不容置疑的粗暴，唯
有包容、尊重与信任。

一个被爱意滋养着的情窦初开
的女孩，能颓废到哪里去呢？她不过
是想通过写作这项技艺， 配得上男
孩的一切。 这种唤醒人类自尊的东
西，才配称作爱，并引领你朝越来越
好的方向走。 这是让平凡生命沐浴
光辉而无所不能的爱。

每个人的童年期与少年期都是
迥异的， 但艺术的伟大足可唤醒每
个人不同的过往，并珍视它。我的童
年里，有星空、竹榻、萤火虫、蜻蜓、

无边的旷野、遥远的山岚、纵横交错
的小河， 以及永远值得歌颂的夏日
黄昏———太阳迟迟未落， 我们在门
口空地洒上水，清扫干净，小竹榻抬
出来，一锅绿豆稀饭熬好，锅边结一
层薄薄的白粥锅巴， 小碟子里整整
齐齐摆着切开流油的咸鸭蛋， 一盆
山芋梗，一盆茄蒂炒辣椒。就这几样

菜，简直是神仙伙食了。近日，总是情不自禁，

一遍遍向孩子讲述儿时的夏天，没有空调、电
风扇，只有漫天星光与竹榻。我们会在露天睡
到午夜，才被大人抱回床上去。这是洒满星光
的童年啊，它一直搁在心里，永难忘记。这样
的童年，恰好在《侧耳倾听》里寻到了对应的
点，一样的平凡、天然，没有丰富的物质，但那
是真正属于人的生活，是永不磨灭的绚烂。

而今总是陷溺于三菜一汤里不能自拔。

比如，给孩子做一道杂酱，非常繁琐，需一个
多小时呢。再准备另一道菜，切肉丝，切胡萝
卜丝。每次切胡萝卜丝都要崩溃，觉得太难
了，怎么办呢？既然不以俗世为苦，那就打开
手机，边切胡萝卜丝，边听一首别人的诗吧。

好的艺术似可打败日常的琐碎苦恼———当
诗句燕子一般滑行，胡萝卜丝也变得不那么
难切了。生活虽然平凡平庸，但有了诗的存
在，还是值得过下去的。

是的，这就是人的生活。因为有这样的
生活，所以值得以电影、诗歌、戏剧、绘画等
一切艺术形式去提升人类的灵魂。

《侧耳倾听》镜头下的生活，平凡，高贵，

有人的尊严、纯粹，有一日三餐的虚静，是摘
一根黄瓜在溪水里洗洗，咬在嘴里咵嚓有声
的平淡，处处充满了人间气息，以及无可言
传、永远值得珍视的朴素天然。

二三两酒，七八只虫子
王太生

人活在世，总有喜好和癖
好。一次，有人问我，你有喜好

吗？我回答他，有啊，当然有，二三两酒，七八只
虫子。

我这样说，虽有些戏谑的成分，但它概括
我的某种生活态度。

二三两酒，是有前提的。朋友聚会，在接地
气的小酒馆里，把盏对坐，节奏缓徐，耳闻嘤嘤
市声，彼此话语平和，肢体舒展，筋络畅通。

二三两，是一个男人起码的酒量，没有这
个数，上不了场，不用劝也不藏量，喝过酒，侃
侃而谈，或者尽兴而归。

对饮者的过度溢美，属于遥远的李杜
年代。二三两是小情趣，喝过开心，写文章
思路也打得开。当然，有人滴酒不沾，他有
其他小爱好，只是与酒无关。

这一点，就像我从前遇到过的小虫子。我
喜欢小昆虫，曾于草木深处近距离打量过它们，有
时也拿一两只放在手心把玩，再把它们放了。不能
弄疼弄伤它们。我喜欢小昆虫，保留对小虫子的兴
趣，是用来保存一个男人身上仅有的天真。

有一位朋友，也喜欢虫子，他用相机微距拍
虫子。在他眼中，所有的虫子都是美丽的，触角
清晰的蜗牛， 能数出薄翼上纹路的蜜蜂……虫
子远比想象中还要好看。他说，虫子都很敏感，

要拍到它们，除了轻手轻脚，还要屏声静息。一
次，他在林子里拍到蝉的羽化。一只蛹，用一对
挖掘足将自己固定好，然后背部微微开裂，成虫

的头和胸慢慢出来，接着，前、中、后足会依次而
出。它翻过身来，用足抓住自己蜕下的壳，使腹
部挣脱束缚，整个身子就出来了。“羽化成虫，意
味着蝉的生命将走到尽头，它们在地面上只能
活四十天。”说起这些，他有些伤感。

癖好是一个人身上独有的味道。北宋文人
黄庭坚喜欢焚香，是一个“香痴”，香可净气，老
黄闲来无事，找个精致小铜炉，燃一炷香，然后
闭目静坐，独处幽室，六根清净。

二三两酒，七八只虫子，是说明一个人的
生活闲适、简单。饮小酒，指叩桌案，晚风轻拂，

听小昆虫子欢鸣。

这样的事，不只发生在普通人身上，文人
与酒、与虫子，也有大喜好。

先说酒。梁实秋先生就好酒，他在《饮酒》

中说，酒实在是妙，几杯落肚，平素道貌岸然的
人，绽出笑脸；沉默寡言的人，也会议论风生。

据说， 梁实秋六岁时陪父亲在北平致美斋饮
酒。连喝几盅之后，微有醉意，父亲不让再喝，

他便倒在一旁呼呼大睡，回家才醒。梁实秋在
青岛时，看山观海，久了腻烦，呼朋聚饮，三日
一小饮，五日一大宴。有时结伙远征，近则济

南，远则南京、北京，不自谦抑，狂言“酒压胶济一
带，拳打南北二京”。

再说小虫子。 京城玩家王世襄喜蛐蛐，他
曾在胡家楼李家菜园后面那条沟，捉过一只青
蛐蛐，“八厘多，斗七盆没有输，直到封盆”。王
世襄这样描述当年捉蛐蛐的情形：“高粱地，土湿
叶密……豆棵子一垄一垄地翻过去， 扣了几个，

稍稍整齐些，但还是不值得装罐。忽然噗的一声，

眼前一亮，落在前面干豆叶上，黄麻头青翅壳，六
条大腿，又粗又白。”老顽童喜不自禁，一个架式
扑了过去，拿着罩子的手激动得颤抖，不敢果断

地扣下去，“怕伤了它”。

二三两酒，要众人平起平坐，酒桌上不
分主次，相互客气，也不需要谁去恭维谁。

七八只小虫子，蛐蛐儿、螳螂、蝈蝈
儿、剑角蝗、独角兽……它们在某个墙角
爬行或鼓翼而鸣。喜欢小虫子的人，看到

它们眼神清亮，尤其怜爱，怜爱一秋天。

人皆有所好，明人张岱自谓，“好精舍，好美
婢，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
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喜好弄得太
多太杂，也分不清他到底喜好什么？一个人真正
的味道也就无从捉摸。

对普通人而言，有二三两酒，七八只小虫子，

也就足矣。

二三两酒带来口腹之欢，是物欲的；七八只
虫子让人心情愉悦，是精神的。

杯小乾坤大，虫微一季鸣，这个人心中有大满足。

写意

上海科改 25条催生“新型研发机构”
（上接第 1版）在智能化、可靠性研发平
台的支撑下，这些初创企业开发出了“智
商”和“健康”都有保障的机器人产品。

上海金矢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是
从上海大学实验室走出来的初创企业。

依托于功能型平台，研发团队完成了助
行康复机器人 “iReGo” 的三代技术迭
代， 还研制出上肢康复机器人“iReMo”

原型样机。前者形如智能跑步机，用于
脑卒中等疾病患者的下肢康复；后者的
6轴机械臂能替代康复治疗师， 为患者
进行上肢运动和认知能力训练。这两款
机器人的核心技术是力控模块，人的肢
体只要给机器人施加一点力，它就会在
没有编程的情况下予以回应。 例如，上
肢康复机器人“iReMo”有助力、主动、扰
动 3 种训练模式。 记者选择助力模式
后，握住机械臂向前推动，机械臂就沿
着发力方向自主移动，配合记者完成了
拼图游戏。这种模式适合脑卒中、神经
损伤患者的早期康复训练。随着身体状
况的好转，康复患者可选用主动、扰动

模式。 患者还可戴上虚拟现实眼镜，在
虚拟环境中进行端水杯等空间训练。

为推动产业技术进步，上海机器人
产业技术研究院已将力控模块应用于
其他企业的机器人产品。院长郑军奇介
绍，研究院今年与一家医疗机器人企业
签约，合作研发手术机器人，力控模块
能使它们理解医护人员的意图，成为其
得力助手。研究院还与一家央企达成合
作意向， 将把这种模块装在建筑 3D打
印机器人身上，便于工人操作它们打印
建筑构件。

补高校短板，做强创新链
在上海宝藤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楼敬伟看来，新型研发机
构需要弥补传统科研机构在体制机制
上的缺失，加强科技创新链上各类主体
的协同创新。 宝藤生物 2017年底与沪
上高校联合发起成立的上海张江医学

创新研究院，就是一家体现这种理念的
民非机构。研究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
院长负责制，首届理事会可谓“阵容豪
华”， 包括 3 位两院院士以及多位高
校、医院、企业负责人。“在医学创新链
上，高校是技术供应方，医院是技术应
用方，企业是产业运营方和投资方。我
们创办研究院的目的， 是整合这四方
资源，形成常态化创新机制。”楼敬伟
解释说。

如今，上海张江医学创新研究院正
在肠道微生态治疗、宏基因组测序等前
沿领域联合多家单位， 开展应用研究。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张江医学创新研
究院院长杨胜利介绍，人体肠道菌群与
神经、心理、免疫、代谢等系统都有密切
相关性，在疾病预防和治疗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我国的肠道微生态治疗取得了
一定成果，需要继续探索，同时要关注
微生态治疗产业化过程中的规范化问

题。为此，研究院与上海市第十人民医
院、同济大学等联合组建了“肠道微生
态创新诊疗中心”， 在伦理委员会的监
管下，开展肠道微生态移植治疗自闭症
的临床试验，希望让这项前沿技术为自
闭症儿童家庭带来福音。

针对高校科研体制的短板，上海交
大与闵行区合作，建立了医疗机器人研
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卫东表示，双方探
索形成了“高校研发、在地孵化”模式，

避免教授“点对点找小资金、拿小项目、

做小合作”， 而是通过校地合作获得大
额研发资金，系统支持教授团队做大项
目；通过专项资助、医工交叉、校医合
作，推动医疗机器人技术从理论原理到
应用机理的初始研发，以及从原理样机
到工程样机的技术研发。

预计下月，医疗机器人研究院将建
成医疗影像平台、精密制造平台，让交大
研发的手术机器人、康复机器人、护理机
器人等样机在校内就能完成快速制造、

集成测试，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进程。

医保领换册等优先纳入“一网通办”
（上接第 1 版） 作为一名上海参保职
工，过去他在湖北看病住院，需要回到
江苏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现
场办理跨省异地就医登记备案。 在接
入“一网通办”后，办理跨省异地就医
登记备案只需提交网上申请， 医保经
办系统自动校验， 符合的直接予以办
理，无需提交材料，更不用来回奔波，

张老伯在湖北就可
以办理完成。

此外， 原本需要参保人或其被委
托人携带材料至区医保中心或街道服
务点提出书面申请才能办理的医保卡
挂失业务，如今也可网上办理，服务效
率大大提升，避免了因可能存在的“时
间差”导致医保卡被盗刷的风险，有效
保障参保人员医保卡内资金安全，得
到参保人员的交口称赞。

打造改革开放再出发重要主战场
（上接第 1版） 应勇详细询问保税展
示交易流程、采购交易规模，叮嘱商
务区着力打造保税展示交易的特色
业态，不断增加品种、提升服务、加强
推广，形成零售批发结合、平台内外
结合、境内境外结合、线上线下结合
的进口商品集散地，努力打造进口商
品的购物天堂。

科施博格（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作为莱茵金属集团中国区总部，于
2015年入驻虹桥商务区。市领导听取
企业发展情况， 并就上海营商环境、

汽车产业发展情况与德籍企业负责
人进行交流。企业负责人说：“虹桥商
务区基础设施很好， 办公也很方便，

中国市场的潜力巨大， 我们很有信
心。”壳牌（中国）上海商务中心也于
2015 年落户虹桥商务区， 现有员工
450人。 市领导察看企业展示厅，详
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情
况。企业负责人说，员工只需步行 15

分钟就能乘坐高铁、飞机，到大江南
北开展业务，便捷的交通和区位优势
让企业尝到了甜头， 销售额持续增
长。 应勇鼓励两家公司增强扎根上
海、服务中国的信心，加大技术研发
投入，与本地企业深化合作，实现更
好的发展。

市领导还来到虹桥商务区管委
会，察看区域总体规划，就商务区的

空间形态、 功能布
局、交通等基础设施

配套等情况，与相关部门、区深入交流。

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应勇听取
相关工作汇报并指出，要贯彻落实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围绕新定位新
要求，打造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国
际化中央商务区、 国际贸易中心新平
台。要加快规划编制工作，加快制订推
进实施意见， 实现统一规划和管理，统
一服务和标准。 要强化功能布局与统
筹，进一步夯实大交通、大会展、大商务
三大战略功能，推动高端商务、会展、交
通功能深度融合。 要加强经济要素集
聚，着力集聚各类企业、产业和人才，注
重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提高开发强度和
经济密度。要推动产城融合，统筹生态
空间、公共服务、综合交通、智慧城市等
建设，注重做好社区建设。要着眼示范
引领，坚持世界眼光，对标国际先进，在
规划设计、开发建设、运行管理和配套
服务的全过程中形成统一的 “虹桥标
准”，展示“虹桥特色”。

应勇指出，要以一流的城市形象和
一流的服务保障，切实做好第二届进博
会筹备工作。要推进进口商品保税展示
交易中心建设，积极探索和落实保税展
示交易常态模式。要选准和引进好的项
目，积极吸引跨国企业将全球产业链和
产品产能向上海转移、 向商务区转移。

要进一步优化完善体制机制，为虹桥商
务区新一轮建设发展保驾护航。

“上海出品”美誉度影响力不断提升（上接第 1版）据透露，柠萌影业“小”系
列第三部《小舍得》预计年内开机，该剧
延续了《小别离》《小欢喜》的温暖现实
主义风格。柠萌影业总裁陈菲坦言：“我
们想帮助每一个观众在纷繁世界里保
有精神的愉悦和富足，我们想伴随他们
一起成长， 见证这个伟大时代的变迁，

记录时代洪流中平凡个体的不凡。”

国庆档或成电影丰收季
2018年，中国电影交出漂亮的成绩

单：中国电影总票房突破 600亿人民币
大关，其中国产电影票房占比 62.15%；

这一年，上海电影同样交出一份漂亮成
绩单：上海出品的影片票房首次突破百
亿大关，达到 104 亿元，占全国国产影
片票房的 27.4%，上海有 19部电影在国
内国际重要电影节入围获奖，也是近年
最大的一个丰收年。

今年，“上海出品” 又呈现了好势

头： 在今年 2月的第 69届柏林国际电
影节上，上海出品的《地久天长》包揽了
主竞赛单元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
两项大奖，这也是中国影人第一次凭借
一部电影作品，在柏林电影节上同时拿
下男女主角奖；之后，上海出品的《无
双》 又斩获了第 38届香港金像奖七项
大奖。今年 4月，第 72届戛纳国际电影
节公布了主竞赛单元入围片单，中国导
演刁亦男的新作 《南方车站的聚会》作
为唯一华语片名列其中，这也是继去年
贾樟柯的《江湖儿女》之后，上海出品的
又一部力作征战戛纳主竞赛单元。

上海出品的影片频频在国际电影
节上绽放异彩， 彰显出上海电影产业
的勃勃生机，也反映了“上海出品”电
影在国内外的美誉度和影响力正在不
断提升。

《地久天长》载誉归来后，导演王小
帅坦言：“摄影机要对准现实生活，对准
寻常百姓， 他们是这个社会的肌理。拍
这样一部有很大时空跨度的影片，搭建
场景和营造真实细节是最困难的部分。

我们要求每一个炉子都可以生火，每一
个锅都炒过菜， 每一个房间都要住人，

用手去摸摸墙，让阳光晒晒被子。”

市场方面，上海出品影片继续创佳
绩。 今年上半年，14部上海出品的影片
进入院线上映， 其中过亿影片 2部，亭
东影业的《飞驰人生》17.15 亿元，喜焰
文化的《“大”人物》3.8 亿元，上海出品
影片票房约占国产影片票房的 14.4%。

今年国庆档或将是上海出品电影
的一个丰收季。1960年 5月 25日，珠穆
朗玛峰峰顶首次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

这也是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上海

电影集团出品的《攀登者》改编自这一
真实历史事件，影片集合吴京、章子怡、

胡歌、张译、成龙等多位知名演员，反映
中国人民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精神，向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上海电影集团
党委书记、 董事长任仲伦表示，“我们的
目标是制作一部发人深省的、艺术性的、

精致的大片，让所有人都能欣赏。”

同样在国庆档上映的献礼动画片
《江南》以江南制造总局为原型。在主创
看来，电影里无论是身在民族积贫积弱
时共赴前线保家卫国的军工机匠，还是
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事业披肝沥胆的
第一代中国军工人，他们骨子里流淌的
民族血、鸿鹄志，都会让身处强军梦时
代的今日年轻人，找到燃烧的感觉。

而伴随着影片获得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上海出品”正成为
愈擦愈亮的品牌，上海电影创作高地效
应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