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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江奔涌，东方潮阔。
　　100多年来，作为中国面向世界、矢志革新的重
要窗口，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在上海这座
大都市中激荡交融。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
上海，在传承与创新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凝心聚力
建设人民城市。

“一大红”：百余年芳华依旧

　　这抹“一大红”，永不褪色。
　　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石库门小楼，乌漆
木门、雕花门楣、朱红窗棂，历经百余个春秋却芳华
依旧。
　　一旁，新天地街区流光溢彩，与中共一大纪念馆
构成开放型、街区型文化空间。今时今日，这里已成
为越来越多年轻人心中最具魅力的城市文化地标。
　　《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这里出版，《新
青年》《共产党》《向导》等革命报刊在这里创办，《国
际歌》在这里被翻译成中文……
　　“红色，是上海最鲜明的文化底色。”历史学家、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说。
　　以中共一大会址为中心，向西约800米，老渔阳
里，中共发起组成立地；向北约1公里，辅德里，中共
二大会址；向南约500米，成裕里，印刷《共产党宣言》
首个中文全译本的又新印刷所旧址……城市的版图
上，600余处红色资源，如繁星遍布。
　　这抹“一大红”，穿越时空、历久弥新。
　　旧址遗迹成为党史“教室”，文物史料成为党史

“教材”，英烈模范成为党史“教师”——— 上海创新表
达方式、走进年轻人群，让红色资源亮出来、活起来。
　　“百物进百校，百讲证百年”持续开展，从中共一
大纪念馆12万余件馆藏中精选出的100件见证重要历
史的革命文物进入校园；上海红色文化创意大赛已经
进行到第四届，老字号品牌与革命文物元素深度融
合、创新演绎，让红色文化可亲可爱、“触手可及”……
　　这抹“一大红”，融入城市血脉，成为延续城市记
忆、感召时代新人的强劲能量。
　　《永不消逝的电波》《战上海》《大江大河》《攀登
者》《1921》……近年来，上海打造出一批叫好又叫座
的文艺作品，让青年人走进英雄的历史，以青春激荡
青春。
　　“剧中英雄人物的信仰深深打动了我们，提升了
我们，我们要用自己的表演去感染更多的观众。”巡
演过程中，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的主演朱洁静、王
佳俊相继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龙华烈士陵园里，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彭

湃、何孟雄等烈士墓前鲜花簇簇，今人写给英烈的书
信层层叠叠。
　　字里行间，情真意切。“我们始终如一，走在你们
所选择的那条正确道路上”“多希望你们能看到今天
的上海”……

“一江一河”：时代潮竞涌奔腾

　　“七一勋章”获得者、新中国纺织工人的优秀代
表、92岁的黄宝妹在黄浦江边工作生活了一辈子，见
证了上海工业文明的发展演变。让她耳目一新的
是，老厂房如今成了博物馆、咖啡厅、党群服务中心
等公共空间。
　　汇入黄浦江的苏州河自西向东，九曲十八弯穿
过城市心脏地带。河岸一座半岛上，1933年建成的
上海啤酒厂灌装车间已改造为环保主题公园，向市
民游客讲述着苏州河的前世今生。
　　“‘一江一河’是上海特有的城市符号，也是上海
显著的文化地标。”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王
战说。
　　漫步杨浦滨江岸线，仿佛穿行在“中国近代工业
文明长廊”，这里曾诞生自来水厂、发电厂、煤气厂等
中国民族工业十余个第一；苏州河畔，则有着中国第
一家民族资本机器面粉厂、第一家棉纺织厂、第一家
硫酸厂、第一家机器生产调味品厂。
　　岁月流转，伴随产业转型升级，不少老工业遗存

“退休”，沿江密布的码头、厂房、仓库，成为市民亲水
的障碍；大量工业和生活废水直排苏州河，河流污染
逐年加剧，20世纪70年代市区河段鱼虾绝迹，河水终
年黑臭。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在保护中
更新、在更新中保护，近年来，“一江一河”已有近百
公里的岸线贯通开放，上海城市形象随之一新。
　　最好的江景奉献给市民。一条新的生活“秀”带
上，曾经的祥泰木行，成为杨浦滨江人民城市建设规
划展示馆；当年“远东最大制皂厂”的生产原址，变身

“皂梦空间”白七咖啡馆；黄宝妹工作过的国棉十七
厂，现在则是游人如织的上海国际时尚中心……
　　清澈的河水奉献给市民。历经三十年、三期整
治，苏州河已从“黑如墨”变成“美如画”，鱼游浅底、
鸥鹭翔集、绿廊绵延，水上航线开通，赛艇运动精彩。
　　“留住城市变迁的印记，有形的是把历史建筑和
遗存的原样保留，无形的是让人们从公共空间的肌
理和细节中留住城市的记忆，感受乡愁、匠心与传
承。”上海市杨浦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钱彬说。
　　“一江一河”竞涌奔腾，文化力量催动城市生机。
上海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种类最多的中后期石库

门建筑群张园经过四年保护性修缮，被赋予全新商
业功能和业态；有着232处优秀历史建筑的徐汇衡复
风貌区，用“微更新”留住原汁原味的海派风情……

新型文化空间：美美与共润人心

　　夜幕降临，外滩万国建筑群灯火辉煌；修旧如旧
的武康大楼沧桑而神秘，游人如织……1058处、3075
幢优秀历史建筑，397条风貌保护道路（街巷），250处
风貌保护街坊，44片历史文化风貌区赋予上海精致
时尚的气质。
　　历史、当下和未来，在一批批新型文化空间中交
汇融合、滋润人心。
　　都市繁华很近，“诗和远方”不远。人们可以在
被誉为“林中玉石”的上海图书馆东馆，将“梦境森
林”化作阅读景观；也可以在朵云书院滴水湖畔的

“最美书店”，看日出日落……
　　“中心城区10分钟、郊区15分钟”公共文化圈基
本形成，美术馆、剧场、设计创意机构自然形成群落，
上海在全国率先基本建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城市文化同样赋能经济脉动。2022年，上海文
化创意产业总产出占全市GDP的13%左右，文创企
业总体发展韧性较强、活力较足。
　　文化共鸣，美美与共。上海在持续推动中外文
明交流互鉴中，彰显自身文化自信与文化品格。
　　从去年到今年，上海博物馆“从波提切利到梵高”
大展，与外滩东一美术馆来自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的
罕见波提切利文艺复兴真迹遥相呼应；一江之隔的浦
东美术馆，来自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时间的轮廓”展
以及来自西班牙提森博物馆的艺术珍藏陆续上新。
　　沿着中华文明探源的脉络，上海博物馆“何以中
国”文物考古大展的第二展“实证中国：崧泽·良渚文
明考古大展”蓄势待发。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说：

“我们计划汇聚出土文物超过320件组，重现五千多年
前长江下游文明之辉煌。”甲骨陶符、青铜重器、秦砖
汉瓦在上海奉贤博物馆汇聚一堂，“丹甲青文——— 中
国汉字文物精华展”正向人们讲述跨越千年的汉字
之美，展示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透过一件件文物，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从
中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 各处博物馆和美术馆内
外摩肩擦踵、熙熙攘攘的观众人群，才是这座城市文
化画卷中最亮眼的“主角”。
　　赓续文脉，书写华章。弘扬开放、创新、包容的
城市品格，坚定文化自信，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上海
正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不断创造
新的荣光。（记者王永前、杨金志、郭敬丹、孙丽萍、郑
钧天）        （新华社上海6月12日电）

　　一场降雨过后，吉林省公主岭市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内，新播种的玉米已经长出了幼苗，这个占地上万
亩的制种基地内播种了几十个玉米品种，未来这里每
年都将生产出数千万斤玉米种子，销往全国各地……
　　吉林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近年来这个省着力
推动种业企业快速成长，加快种业研发与市场对接，
推动种业从“翻身”到走强。

助力种业企业快速成长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过去“洋种子”出芽率高、
粮质好，曾在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近年来，国产种
子持续发力打赢“翻身仗”，农业部门的统计显示，目
前国产种子已占到吉林市场上流通的绝大部分。
　　“我们的企业可以说是种业‘翻身’的亲历者。
这几年国产种子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企业也越做
越大。”吉林省鸿翔农业集团鸿翔种业有限公司销售
负责人唐文献说。
　　目前，鸿翔种业已经发展成为年生产玉米种子
6000万斤、品种覆盖26个省份的“育繁推”一体化发展
的大型种业企业，而几年前这家企业不过是吉林省
扶余市内的一家小型企业。
　　资金难是许多种子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实际
问题，鸿翔种业也不例外。据鸿翔种业负责人介绍，
有的种子研发项目一年投入上百万元，但是许多项
目可能研发几年下来并不成功，企业一度面临巨大
的资金压力。
　　针对种子企业面临的实际困难，吉林省出台多
项措施，大力推进现代种业创新发展。近年来，吉林

省投入1430万元企业贷款风险补偿金、设立3亿元种
业发展基金，缓解种业企业发展资金紧缺问题。
　　去年秋收以来，吉林省鸿翔农业集团鸿翔种业
有限公司新建的大型制种车间里一直保持着忙碌的
生产节奏，玉米棒子经过烘干、脱粒、精选等流程被
制成一粒粒种子……未来这个制种车间将进一步扩
大玉米种子加工能力，不仅满足企业需求，还能为省
外种子企业代加工。

推动科研成果与市场对接

　　“相较于农科院等单位，种子企业的优势是直面市
场。农科院等单位科研实力强，但是不一定能对得上市
场，这种‘两层皮’现象曾是困扰行业发展的一大难
题。”吉林市福莱特种子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利国说。
　　吉林省农科院是东北地区育种科研的龙头。吉
林省农科院玉米研究所所长黄威介绍，过去一个新
品种从审定通过到进入市场靠自己需要三四年时
间，市场推广周期长。
　　近年来，吉林省着力破解育种产业面临产学研

“两张皮”难题，通过实施良种科技创新专项、品种试
验审定改革、生物育种联盟攻关等一系列措施，有效
激发科研院校和种业企业科研热情，不断提高新品
种选育能力，还通过推动科研人员到企业兼职、挂职
等措施，形成良好的科企合作氛围。
　　“科企合作后，企业负责新品种市场推广，一个
优质品种审定通过，当年就能进入市场看到成效，马
上通过市场检验这个品种行不行。”黄威说。
　　鼓励开展科企合作后，吉林省一批种业企业和科

研院所实现育种技术升级和育种效率提升，产业规模
快速扩大。仅鸿翔种业一家企业，就陆续与中科院、北
京农林科学院等9个国内玉米育种顶尖团队开展育种
合作，建立起科企合作的育种模式，合作做大产业链。

大力推动种业走强

　　在正在建设的吉林省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
用中心内，低温种质资源库正在进行紧张调试工作，
未来这里将建成一个可存放10万份种质资源的自动
化种质资源库。
　　“这些种质资源中有很多宝贵的基因可用于育
种应用，要把他们保存好利用好。”该中心负责人李
淑芳说。
　　据吉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近两年来，吉林省共
收集种质资源2919份，抢救性保护了一批种质资源。
全省保存各类作物种质资源近15万份。
　　吉林省联合省内科研实力雄厚的科研院校和优
势种业企业，成立了“吉林省作物生物育种联盟”，集
聚省内外生物育种优势资源和先进技术成果，应用

“常规育种+生物技术+信息化”现代育种新模式，协
同开展育种科技攻关，破解生物育种“瓶颈”，进一步
加快培育突破性新品种。
　　近两年，吉林省省级共审定主要农作物新品种
600余个，全省持有效经营许可证的种子企业有300余
家，其中，“育繁推”一体化企业7家。
　　目前，吉林省年生产加工种子4亿斤左右，除满
足省内农业生产用种需求外，还销往多个省份。
          （新华社长春6月13日电）

海 纳 百 川 谱 华 章
——— 解码“人民城市”上海的文化自信样本

新华社记者

吉林：推动种业从“翻身”到走强
新华社记者 马晓成 薛钦峰

  6月12日，游客在张裕
酒文化博物馆内参观。
  近年来，山东省烟台
市张裕酒文化博物馆依托
张裕葡萄酒工业遗存，将
葡萄酒这一“紫色产业”融
入文旅产业，打造集葡萄
酒历史文化、烟台地域文
化、融合商业休闲于一体
的工业旅游景区，成为当
地文化旅游新热点，推动
文旅产业与葡萄酒产业融
合发展。
  新华社记者 朱峥摄

　　新华社长沙6月13日电 （记者 张玉洁 陈振海）13日，一
车出口邮件经长沙海关监管放行启运香港，这标志着湘粤港海关

“跨境一锁”快速通关启动。该批邮件在深圳湾口岸由口岸海关
快速验核，将一车到底直接运抵香港国际机场，并发往世界各地。
　　“跨境一锁”快速通关改革是内地“跨境快速通关”改革与香
港“多模式联运转运货物便利计划”的对接。在该模式下，长沙、
深圳、香港三地海关深度协作，通过执法互助、信息互享，结合卫
星定位互联网、卡口直连等技术，实现货物在口岸自动快速验放，
有效降低企业通关物流成本，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
　　长沙海关关长朱光耀表示，湘粤港海关“跨境一锁”快速通关
改革为“湘品出境”提供了新通道，湖南特色产品可经陆路运输直
抵香港后走向世界，目前该项模式已适用湖南全省，有助于发挥
湖南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香港海关关长何珮珊表示，湖南正式开通湘粤港海关“跨境
一锁”的清关点，标志着香港与湖南两地海关在通关便利合作上
取得新突破。此后，香港与湖南之间的贸易及物流将会更频繁，不
但为“湘品出海”打造新的绿色通道，让湖南的产品走向国际，亦
让香港的物流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为提振香港经济发挥助力。
　　据长沙海关介绍，相较于传统公路转关模式，湘粤港“跨境一
锁”具有多个方面的优势：香港、长沙两地海关对进出口货物实施
监管，深圳海关实行途中自动核放，运输车辆可直接进出境，湘粤
港直通车24小时内即可往返；按照通关环节“减繁琐”的要求，减
少在口岸办理车辆通关和货物转关手续的环节，并节省相关费
用；实现香港、深圳和长沙三地通关“无缝对接”，把香港国际机
场、国际货仓的功能直接延伸到湖南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湘粤港海关“跨境一锁”

快速通关在长沙启动

　　夏日炎炎，走进浙江省湖州市
安吉县报福村，漫山翠竹送来
清凉。
　　“竹子不仅浑身都是宝，连竹
林里的‘空气’都能换钱。”穿行在
郁郁葱葱的竹林中，报福村村民杨
忠勇对记者说。
　　杨忠勇是土生土长的安吉人，
在当地承包了近8000亩竹林。2021
年，受台风和山洪影响，林中的道
路被摧毁了，他着急筹款修路。筹
款过程中，杨忠勇打听到，凭借他
竹林里的“空气”，可以从当地银行
贷款。按照全国碳交易市场的碳
汇价格，杨忠勇承包的1030亩毛竹
林贷出了37万元。
　　“对于像我们这样靠天吃饭的
农民来说，这笔钱真是‘雪中送
炭’。”杨忠勇说。
　　“作为中国毛竹之乡的安吉在
打造竹笋、凉席、家具、饮料的竹产
业链外，不断探索产业升级的新路
子。”安吉县林业局总工程师胡可
易说，据测算，安吉有竹林的行政村集体每年都能有百万元的收
入，大多数农户每年可分得近万元。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下，安吉以促进村强民
富为目标推进乡村“能级提升”，在拓展经营业态同时，吸引了一
批青年人才。
　　在安吉县红庙村，一汪幽深湛蓝的心形湖水是“深蓝计划”乡
村咖啡店的独特风景。咖啡店主理人程铄欣和他的大学生团队
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做准备。“今年‘五一’假期，有近3万
人来到梅溪镇红庙村的“深蓝计划”乡村咖啡店。5月1日这一天，
店里更是卖出了上千杯咖啡。我们正在加速打造更多的观景点
和体验点。”程铄欣说。
　　一年多前，这里还只是一处废弃矿坑，同时看上这处矿坑的还
有多家资金雄厚的企业。为了赢得项目，包括程铄欣在内的7名年轻
人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跑遍了全村每一处，项目方案修改了100多稿。
　　“我们决定把机会给年轻人。”红庙村两委班子集体讨论最后
敲定，“深蓝计划”由红庙村联合大学生创业团队打造而成，双方
共同成立了旅游公司。
　　“这是村里的龙头项目，采取‘两入股三收益’的运行模式，村民
和村集体以资金、资源入股，占比49%，大学生团队入股51%。村民除
了拿股份分红，还能拿租金和薪金。”红庙村村委委员王永说，“深蓝
计划”开业一年来，吸引30余万人次“打卡”，辐射带动效应明显。
　　“在安吉创业，氛围好、政策好、环境好。”返乡创业的22岁大
学生朱冰倩说，为吸引青年人才，安吉全县15个乡镇（街道）都打
造了青年人创业平台，推出了贷款贴息、房租减免等措施。
　　“安吉计划引进10万名青年大学生。”安吉县相关负责人说，
安吉正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提升全域乡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文化风尚、融合治理，吸引青年人创新创业，让新的理念、
技术和项目推动乡村振兴实现更大突破。
               （新华社杭州6月13日电）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一个国际科研团队发现，动物体
内一种常见的氨基酸——— 牛磺酸有着抗衰老作用，补充牛磺酸
可延长小鼠寿命，并提高老龄动物的健康水平。
　　该研究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印度国家免疫学研究所等机
构参与，相关论文发表在新一期美国《科学》杂志上。研究发
现，人体缺乏牛磺酸与一些老年疾病存在相关性，体育锻炼可
提高牛磺酸水平，但服用牛磺酸补充剂对人类是否有类似的益
处还有待验证。
　　牛磺酸是动物体内的一种含硫氨基酸，不参与组成蛋白
质，以游离形式存在于器官和组织中，调节多种生理过程。人
体能自行合成牛磺酸，许多食物中也存在牛磺酸成分。研究发
现，随着年龄增长，小鼠、猕猴和人体血液中的牛磺酸含量会下
降，60岁老人的牛磺酸水平仅为5岁儿童的三分之一。
　　在实验中，研究人员以14月龄（相当于人类45岁）的小鼠为
实验对象，为其中一半小鼠每天喂食牛磺酸补充剂，直到它们
自然死亡。与对照组相比，补充了牛磺酸的雌性小鼠寿命延长
约12%，雄性小鼠寿命延长约10%。
　　此外，长期补充牛磺酸的小鼠在2岁时（相当于人类60岁）
的多个健康指标都更好，例如体重增幅较小，骨密度和肌肉强
度更高，焦虑和抑郁现象较少，胰岛素抵抗程度低，免疫系统的
状态更年轻。在细胞水平上，补充牛磺酸的小鼠体内失去正常
功能但拒绝死亡的“僵尸细胞”较少，可修复组织损伤的干细胞
较多，细胞的DNA损伤程度低，细胞内“能量工厂”线粒体的故障
率低。实验还发现，补充牛磺酸能提高中老年猕猴的健康水平。
　　研究人员分析了约1.2万名60岁以上老年人的健康数据，发
现体内牛磺酸水平低的人健康状况较差，高血压、糖尿病、肥胖
症、肝脏疾病等的发病率更高。不过，其中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确认。

动物研究显示：

牛磺酸可助对抗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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