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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虎年开局跑出加速度

春节七天上海线下消费达 亿元

上海口岸查验出入境
人员4.7万人次

■ 南京西路一家商场的年味装饰 赵立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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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继续领跑中国城市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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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金缘起上海超级杯

奥会冬

“五个新城”全面起势，临港新
片区“如虎添翼”，世界顶尖科学家
论坛（WLF）永久会址完成结构封
顶，8个月之后就将迎来第五届世
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中心城区同样
热火朝天，完成成片旧里地块旧改
征收的黄浦区“铆足虎劲”，要在项
目开发建设节奏上全力冲刺……
虎年首个工作日的上海，百亿

元级投资重大项目开工，整座城市
正在跑出“虎”力全开的加速度。

大工程“虎虎生威”

2月7日集中开工的项目中，不
乏规模体量大、显示集中度高的重
大工程。其中，“五个新城”集中发

力，呈现“虎虎生威”的架势——青
浦区共有26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达358.2亿元，涵盖基础设
施、社会民生、高端产业、环境提升、
商办住宅等多个领域；嘉定区则一
口气集中签下95个重点产业项目，
总投资230.7亿元，其中内资项目
80个，外资项目15个；奉贤新城同
样也有好消息，数字江海示范样板
区预计下个月首发地块实现开工，
年内将实现“海之花”、言子书院等
29个项目完工，推进美谷大道200
号、在水一方等34个续建项目，实
现落英缤纷、西厢、三官堂首发地块
等25个项目开工。
在中心城区，黄浦区集中开工

的重大工程有10个，总投资额超过
457亿元，集中签约的重大项目有
12个，总投资额超352亿元，涵盖
市政基础类、社会事业类、公共服务
类、商办楼宇类及住宅类等多个领
域。今年，黄浦区已安排39个重大
项目，总投资额约2500亿元，总建
筑面积约415万平方米。

世界级新地标崛起

这批虎年开工项目中，将有一
批世界级新地标、城市打卡地崛起。
作为南京路步行街转型提质的

重点项目，南京东路世纪广场改造
更新项目2月7日开工，总投资额
为2.5亿元。整个广场模拟珍珠贝

母的形态设计，如贝壳一样张开，展
示璀璨的明珠，像万花筒一样，映照
城市的风景。项目融入了最新科技
形态和设计理念，建成后将呈现广
场“魔力万花筒”效果，生动展示“城
市会客厅”理念，成为上海南京路的
新地标。
作为上海“十四五”时期深化

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建设的重点项
目，上海金山滨海国际文化旅游度
假区2月7日也迈出坚实一步：金
山区与复星集团签订投资合作协
议，占地约3.7平方公里的核心区
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开建标志性建
筑。未来，这里将布局超五星级度
假酒店、滨海艺术中心、海洋特色

美食街、滨海会展中心、冲浪冒险
岛等重点项目。

展露人民城市底色

2月7日开工的重大工程项目
中有不少是密切关系民生的项目，
展露上海这座城市的温暖底色。
在浦东新区高行镇，两个“城中

村”有望加速“旧貌换新颜”：总投资
57.3亿元的保障房和幼儿园配套
项目2月7日打下第一桩，高行历
史文化公园同步启动建设。
黄浦区是上海旧改任务最重的

城区之一。今年，亚龙地块、董家渡
2号3号街坊、五坊园四期、新昌路
1号7号地块、建国东路70街坊、复
兴东路69号地块等多个旧改地块
将先后启动建设，涉及总投资额
953亿元，总建筑面积达130万平
方米。

唐玮婕

春节期间，上海线下消费支付
金额达371亿元，同比2019年农历
同期增长28.6%，这是记者2月6
日从上海市商务委获得的数据。重
点领域拉动消费、冬奥经济培育新
亮点、预制菜当红……上海“跨年
迎新购物季”掀起消费热潮。

来自消费市场大数据实验室
（上海）的监测显示，1月30日至2
月5日，上海线下消费支付金额
371亿元，同比2019年春节同期增
长28.6%。从数据来看，受去年春节
原地过年和今年春节雨雪天气等
因素影响，全市线下消费呈现“前
低后高”的回升态势，其中农历虎
年正月初四、初五，全市线下消费
支付金额分别同比2021年同期增
长14.6%和19.0%，同比2019年同
期增长57.9%和39.2%。

重点领域的消费增长明显。化
妆品、鞋帽、粮油食品等品类消费，
同比2021年分别增长达到1.9倍、

1.3倍和0.7倍，同比2019年分别
增长2.2倍、3.5倍和2.6倍。从各大
商圈看，“五个新城”消费人气兴
旺，嘉定印象城、青浦万达茂、松江
万达等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速均达
到两位数以上。

登高、郊游聚会、看灯观影
……新春佳节，特色主题活动导流
效应明显。豫园商城整合域内老字
号、非遗匠人以及非遗体验项目，
打造特色街区，节日期间全天最高
客流量超30万人次。

虎年春节期间，2022年北京冬
奥会美轮美奂的开幕式和冰雪特色
比赛项目，为上海消费带来新亮点。
围绕冬奥会主题，各类真冰场

从“隐匿”在商场变成了“C位出
道”，孕育出消费增长新动能：长风
大悦城推出冰雪嘉年华，1000平方
米的真冰乐园助力冬奥，春节黄金
周7天销售额同比增长明显；上海
白玉兰广场策划了国际冰雪节，
1200平方米户外巨型冰场带来冬
日北国体验……不少商场及品牌
也纷纷推出冰雪消费新尝试。
上海市商务委的数据显示，春

节期间上海餐饮业线下消费支付
金额为39.2亿元，同比2021年增
长8.7%。抽样统计显示，全市年夜
饭堂食总量，同比增长约10%，中
午堂食同比增长近15%；年夜饭外
卖销量，同比增长近20%。春节期
间，网络年货节活力满满，其中预
制菜成为当红新赛道。 文慧

农历新年“跑虎字”，
线上非遗新体验，在文旅
场馆寄送明信片……疫情
防控常态化的大前提下，
这个春节长假给上海这座
超大城市的文旅行业带来
了新机遇新挑战。上海文
旅系统精心营造虎年春节
氛围，让在上海过年的市
民游客时时处处感受暖
意、惬意、诗意，实现了春
节假日文旅市场欢乐、祥
和、安全。据上海旅游大数
据监测，春节假期共接待
游客1098.36万人次，旅
游收入177.21亿元。
体育爱好者、Z世代

新青年纷纷通过新颖的
“跑虎字”迎接虎年的到
来，更在社交媒体上刮起
了一阵晒“虎字路径图”热
潮。参与者纷纷表示，在位
于徐汇区的衡山路复兴路
历史文化风貌区，新年跑
出“虎”字。
以“街道+非遗”“古

镇+非遗”“商圈+非遗”
“景区+非遗”等为主要场
景，上海策划推出相关文
旅活动近500项。在金山
枫泾、宝山罗店等古镇，通
过展现非遗特色项目的彩
灯氛围场景和非遗剪纸、
古镇光影影像艺术、非遗
老字号及非遗美食等新春
民俗，营造“古镇过大年”
氛围。
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的

“初上·灯华”申园宫灯展，
上海大世界的“阿拉过年”大世界新
春游园会和非遗传习主题活动，群
艺馆举办以“赏年画过大年”为主题
的新年画上海联展活动等。
到各大艺术场馆观展，也成了

上海文旅度假的新模式。上海多家
美术馆的迎春画展和生肖画展营造
出一派欢乐喜庆氛围，中华艺术宫
“上海中国画院2022迎春画展”、上
海虹桥当代美术馆“啊呜啊呜老虎
来了！”等品牌展览，带来春意。
上海各家在线新平台、数字新

媒体纷纷开设过大年活动话题，云
端分享申城过年新乐趣，促进新春
线上文旅消费。过大年专题专页累
计曝光浏览量近6亿人次。
上海各类公共文化场馆等也纷

纷推出“云展览”“云演出”等云端体
验活动。上海线上主要文旅活动累
计吸引浏览量326.99万人次。

何易

春节假期结束，影业成绩可
喜。据灯塔专业版统计，截至2月6
日21时9分，2022春节档总票房
突破60亿元，超过疫情前2019春
节档的59.05亿元，位列中国影史
春节档总票房第二。在城市分布
上，上海在中国城市票房排行榜上
继续领跑。
今年春节档延续了去年和

2016年的“超级头部”阵型，《长津

湖之水门桥》以25.19亿元票房毫
无意外拔得头筹，占据档期40%以
上票房；《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在映
前热度居中位，上映后凭着稳定的
口碑，以13.79亿元逆袭至票房第
二；《奇迹·笨小孩》和《狙击手》口
碑优秀，淘票票评分在9.5和9.6，
其中上海出品的《奇迹·笨小孩》以
6.63亿元位列春节档票房第三。
与去年相比，今年的喜剧少

了，强喜剧类型只有一部《这个杀
手不太冷静》；历史战争题材多了，
不但有头部的《水门桥》，还有小众
口碑好片《狙击手》，这也延续了去
年主旋律题材影片发挥优秀的影
响。动画电影中，《熊出没》系列新
作《熊出没·重返地球》，以近6亿元
的成绩创下系列票房新高，首次连
续三日票房破亿，也刷新了亲子类
儿童动画的新高。 孙佳音

春节假期，上海边检总站移民
管理警察始终坚守岗位，做到疫情
防控和通关保障“两不误”，时刻守
护上海市民。截至2月6日晚6时，7
天春节假期里，上海边检机关共查
验出入境人员4.7万人次，较去年
春节假期增长54.3%，查验交通运
输工具1900余架（艘、辆）次，较去
年春节假期增长2.7%。 江跃中

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新增项目
2000米混合接力。而中国代表团夺
取首金的这个项目，是从上海超级
杯走向北京冬奥会的。

测试混接第一赛

上海超级杯是上海城市自主品
牌的滑冰职业大赛，赛事自2016年
落户上海，一年一度的冰上之约，见
证高水平的精彩赛事。
进入北京冬奥会筹办期，国际

奥委会希望进一步平衡短道速滑项
目参赛运动员性别比例，让更多女
选手上冰，全新的混合接力因此提
上议事日程。上海超级杯因为在办
赛和比赛质量上的良好口碑，成为
这个新项目的试验田。上海市冰雪
运动协会主席严家栋解释，因为像
世锦赛、世界杯都是比较成熟的比
赛，项目是比较固定的，不会轻易去

尝试新项目，国家滑联想到拿上海
超级杯这个新IP来做试验，当时和
中国滑冰协会、冬运中心商量后，大
家都觉得可以试一试。2017年的
上海超级杯因此成为短道速滑混合
接力接受测试的第一个国际赛事。
当年11月举办的上海超级杯，

短道速滑首次设立混合接力小项，
邀请2016-2017世界锦标赛全能
排名前24的男、女选手参赛。这项
比赛有两大看点：一是新设男女混
合团体接力项目，短道速滑运动中
技术体力的性别之差带来战术重新
演绎。二是上海超级杯申请成为平
昌冬奥会资格赛获得通过，成为上
海首度举办的短道速滑奥运资格
赛，当时超级杯的赛期距离平昌冬

奥会不到100天，各国好手都将这
次比赛视为难得的机会，借此适应
亚洲的气候、湿度和时差。

短道格局被打破

有冰迷认为，混合接力项目中
国队存在优势，所以得到大力推进。
事实上，从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滑联
的角度，发展这个项目是有全盘考
虑的。“这个项目会带动队伍补齐短
板。”上海市冰雪运动协会副秘书长
徐越解释，“比如当时匈牙利是男队
比较强，女队稍微弱一些，只有一名
女选手实力较强。但他们也想在混
合接力这个项目上取得参赛权，所
以就会投入精力培养更多的女运动
员，然后把这个项目发展起来。”

当年上海超级杯为了更好地试
验混合接力的效果，设了几个不同的
小项进行团体算分。国际奥委会和国
际滑联继续改进比赛规则，将比赛变
得更紧凑，更凸显男女选手同时上场
的价值。随后几年，短道速滑原有的
格局逐渐被打破。在短道项目上，男
女选手参赛比例更趋平衡。
值得一提的是，为中国队夺金

的主力队员任子威就曾在2017年
的上海超级杯上代表中国一队夺得
这个项目的冠军。另一名女队员张
雨婷，也曾在那届比赛上获得混合
接力的第三名。为短道速滑混合接
力在北京冬奥会上的成功，上海超
级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金雷

回乡过年的人已陆续返沪，核
酸采样成不少人新年复工、复学的
必备。在上海，不少医疗机构不仅提

供24小时核酸采样服务，并已做好
“大客流”备案，将根据采样现场情
况实时加开“窗口”。目前，上海190

家医疗机构提供核酸检测服务。
上海市医疗机构提供在线预约

核酸检测服务。以岳阳医院为例，市
民可通过“上海岳阳医院服务中心”
公众号在线申请核酸检测，或通过
现场的“核酸检测自助服务机”进行
一站式自助服务。检测结束后，可在
岳阳医院微信号及手机“健康云”
App上查询检测结果。 唐闻佳

上海医疗机构24小时
核酸采样满足需求

历经10个月建设，位于上海自
贸区临港新片区的世界顶尖科学家
论坛永久会址完成结构封顶，进入
精装阶段。项目预计竣工交付时间
是9月底；今年10月，第五届世界
顶尖科学家论坛将在此举办。
顶科永久会址项目，又一次跑

出了令人称奇的临港加速度。自
2021年3月28日启动以来，仅半
年不到就完成了6万平方米地下室
建设；192天，会议中心结构封顶；
226天，项目整体结构完工。还有一
项数据更能反映建设的“节节高”：
地面建筑平均每天“长高”超1.5米。
顶科永久会址总建筑面积22.8

万平方米，由主建筑会议中心和东
西两栋塔楼组成。今年春节，顶科永
久会址施工现场一派忙碌景象。世
界顶尖科学家协会透露，在会议中
心外立面剩余工作完成后，配套建
筑塔楼的幕墙工作也将启动。郜阳

“顶尖科学家论坛”
永久会址结构封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