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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如何激发银发经济？
可以增加“早上海”消费场景

“今天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 2024 年要持续增
进民生福祉。 我的想法是，上海在推进民生福祉的过
程中要更加注重政策的系统化集成。 ”

1月 23 日，市人大代表、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副
院长戚建豪在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后这样说。他给晨报
记者举了个例子。“比方说，那些没有加装电梯的老旧
公房，老年人仍旧面临出行难题。 ‘悬空老人’呼叫爬
楼机服务，需要提前 24 小时甚至 48 小时预约。那么，
能不能做强爬楼机服务的密度，让老人呼叫爬楼机服
务像打的一样方便？ ”

戚建豪注意到， 各个区都在推广爬楼机服务，那
些定期要去医院透析的病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和残

疾人，对于爬楼机的服务都有刚性需求。“政策的供给
是有了，但是还需要有一定倾斜，提升服务密度。 ”

“比如，在一个街道范围内设置两三个网格、布两
三台机器，爬楼机的呼叫频次、服务密度就增强了，行
动不便的老人想出门，无需提前一两天预约，只要提
前一个小时打电话， 爬楼机的工作人员就能上门来。
这就需要政府安排一批服务人员， 属于公共服务范
畴。 但从经济成本角度来说，提供爬楼机的服务成本
比加装电梯的服务成本要低。 ”他说。

总之，电梯加装需要人、财、物的保障，爬楼机的
服务也需要更多保障。

晨报记者 何雅君

“大家耳熟能详的五五购物
节，有夜生活节，那可能更多是针
对年轻人的；可不可以在合适的时
间，营造早上海节，或早生活节？这
样，可以激发更多人对早生活、早
消费的关注。”2024 两会期间，市
政协委员、上海报业集团副社长丁
波提交了一份关于让上海“新老
人”群体从“养老”到“享老”的
提案。
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

的城市之一。统计数字显示，截至
2022年底，全上海 60岁及以上户
籍老年人 553.66 万人，占户籍总
人口的 36.8%。预计到“十四五”
期末的2025年，上海 60岁及以上
户籍人口占比将增加到40%。上海
老龄化程度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应
对人口老龄化形势更为迫切。
2024 年 1月，国务院办公厅

最新印发《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
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这是我国
首部“银发经济”的《意见》，提出
四个方面共 26 项举措，涉及面
广、产业链长、业态多元、潜力巨
大。
对上海而言，如何面对“新老

人”群体从“养老”到“享老”的
需求转变，真正从老年人的需求出
发，长远带动银发经济丰富多元，
亟待多方联手突破。
在丁波的提案中，他认为，推

进晨经济，打造早上海，推出场景
化错峰消费服务平台，除了可以在
五五购物节中推出“早上海节”或
“早生活节”，也建议各区也可以
因地制宜，推出“早集市”，建设
“早上海”的网红打卡点；结合
“半马苏河”、“建筑可阅读”等文
旅重点项目的“早文旅”，打造
“早上海微旅游”、“行走早上海”
等文旅项目。
再比如，老年人习惯早起，活

跃度最高的时间段集中在 6—11
点。“在上海，不少饭店，或文化场
所，早上通常是关门的，资源没有
得到更好的利用。如果我们动员社
会各方面的力量，包括志愿者，让
他们早晨开门，甚至推出一些早上
海的优惠券，我想这可以更好地满
足老年人的需要，并把把银发经济
真正的搞活搞好。”丁波在他的提
案中建议，可以激励更多社会力量
参与，多方跨界联手推出“享老”
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包括：倡导社
会各界、行业产业将早间时段的闲
置资源捐赠或打折；发放品类不断
丰富的早间消费券和优惠券。
此外，丁波在提案中认为，可

以让老年人参与、融入并享受乐龄
生活，共同打造老年群体服务场
景。比如以志愿服务为牵引，组织
广大退休志愿者和中青年志愿者
一起，共同打造老年群体学习、健
身、文旅、科普、社交、消费等服务
场景，营造“以老助老、全民助老”
的多元氛围；也可以开展 “早巡
访”，发挥退休干部示范引领作用，
在发现早间上海存在问题后，通过
相应渠道反馈问题、解决问题，为
共建“美好早上海”贡献力量。

晨报记者 苗夏丽

——— 【两会声音】 ———

伴随着电视剧《繁花》带来的持续热度，上海城市
文化成为公众的关注焦点，也被人大代表带到了两会
现场。

1月 23 日，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下午，浦
东代表团举行联组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主流文
化语境下，如何打造真实鲜明而有温度的上海城市文
化？ ”市人大代表程武就着这一话题表达了看法。

他认为， 要从上海丰富的红色历史文化和地域
特征的发展中提炼经典故事， 通过能和当下普通人、
年轻人产生共鸣和共情的方法，进行现代化、青春化、
标准化的诠释和表达。 他举了电影《1921》的例子，在
尊重事实的基础之上，采用更加现代和青春的基调进
行拍摄。 “正是通过这种年轻化的叙事方式，《1921》拉
近了历史人物和当下年轻人的心理距离，不仅取得了
优秀的文化发展，更是通过呈现 100 年前那群平均年
龄只有 28 岁的年轻人，塑造了可信、可敬、可爱的形
象。 ”

基于此，他建议，以影视剧、演出为载体，形成创
新的上海城市文化产品，并通过固定的线下场馆播映
和展演，助力打造世界级的文化 IP。 同时也希望更多
的通过互联网语境，灵活运用新媒体的方式，对城市

文化 IP 进行传播，打响上海文化的品牌。
理科生出身的程武，也在关注文化和科技之间的

关系。 “我们相信，文化可以让科技更有温度，而科技
也会让文化更有力量。 ”他介绍，“我们有机会探索用
科技加文化的手段， 助力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助
力传统文化创新。”他也相信，科技能推动文化产业产
生变革性的进步。

现场，他还分享了自己观察到的一些问题。比如，
文化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缺少沟通和碰撞的机会。目
前的学校教育中，对前沿科技发展的内容还需补充和
更新。

如何让文化和科技的跨界融合， 持续健康发展？
程武建议，打造上海地标性“文化+科技”的作品和项
目开发平台，充分利用上海文化和科技企业众多的优
势，吸引更多企业选择上海作为新内容、新技术的首
发地。建立专家顾问团，助力讲好中国故事。建议对优
秀文化工作者进行前沿科技主题培训，通过专项基金
或者基金引导社会服务团队。 对于学校来说，可以为
跨界融合长期发展提供最关键的人才基础。

晨报记者 何雅君

哈尔滨火了以后，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都在问同
一个问题：上海文旅打算如何应对？

在今年的上海两会现场上，各位代表也对这个话题
议论纷纷。 这不，晨报记者远远地就听到了有代表聊起
了“哈尔滨”，凑过去一看，原来是市人大代表、上海春
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周卫红。
她笑言，结束两会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哈尔滨旅游。

那么， 上海是否可以复制哈尔滨走红的模式呢？
面对这个问题，周卫红告诉《新闻晨报》记者：“我觉得
上海可以借鉴哈尔滨，但是没有必要去复制。 因为我
觉得任何一个东西复制了不符合我们的创新，也不符

合我们城市的风格。 ”
周卫红建议，上海文旅一定要注重主客共享。“主

客共享的意思就是游客也要玩得舒服，市民在这里也
要生活得舒服。 上海的资源和其他的资源是不一样
的，哈尔滨面积有 5 万多平方千米，而上海把崇明加
起来也才 6 千多平方千米，在这样一个拥挤的城市空
间里，请尊重市民的合理权益，在这个平衡上要做好
‘上海’这篇文章，我认为上海文旅在这方面做得比较
好，并没有去盲目跟风。 ”

晨报首席记者 牛 强

“老人呼叫爬楼机服务要像打的一样方便”1

“哈尔滨虽然火了，但上海没必要复制”2

为上海，打造真实鲜明有温度的城市文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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