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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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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 傍晚出门吹吹风逛逛夜

市，成为很多市民的选择。 5 月 28 日晚，

作为“首届徐家汇夜生活节” 的重磅活

动———“美罗城 25 周年庆典暨美罗城五

番 YES！ ”主题活动拉开帷幕，接下来，特

色创意市集、夜间体验项目，带领大家沉

浸式体验徐汇的新老网红地标。

傍晚时分，夜幕降临，灯光满城。随着

25 周年特别版“美罗光影秀”与高达 6 米

鲜花主舞台交相辉映，一声“生日快乐”嘹

亮响起，徐家汇夜生活节也随之而来。 美

罗城作为首批荣获“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

游消费集聚区”称号的街区，此次围绕“潮

流 +”概念，集“好吃”“好玩”和“好买”于

一体， 五番夜市内汇聚了 40 多家不同业

态和各类文化形态的品牌与商家参与。

夜晚最热闹的莫过于美食摊位，香喷

喷的小肥羊烤串、热气腾腾的烤鱿鱼、章

鱼小丸子和骰子牛肉都令人食欲大开，国

潮调酒、 精品咖啡更是推出夜市限定产

品，让前来体验的消费者一饱口福。 住在

附近的张先生专门带着小孩过来， 他表

示，这种烟火场景如今在市中心很少能看

到，孩子也很喜欢这里。 同样带着孩子来

逛的俞女士表示，在接孩子放学前就已经

逛了一遍，“我已经定好几个摊位，接孩子

放学后就过来吃，而且这里音乐很嗨。 ”

五番夜市也是小型的演出现场。 晚

间的流行音乐演出活动，用潮流音乐和专

业舞台效果打造出户外 Live� house。 据

悉，活动将持续至 6 月 25 日，本次五番夜

市全天营业，除了每周五和周六晚上有长

达 2 小时音乐演出外，工作日每晚也都有

灯光音乐秀，真正让市民和游客体会越夜

越精彩的夜市魅力。

作为夜间消费活力旺盛的区域之一，

徐家汇商圈正积极培育发展夜间经济的

优质土壤，夜购、夜食、夜游、夜娱、夜秀、

夜读、夜动等多元夜间休闲业态、活动集

聚。 伴随着一盏盏新安装的夜灯从各载

体串联点亮，再从天桥连廊、天钥桥路延

伸出去，徐家汇商圈已逐步勾勒出繁华的

夜生活消费新场景。

据了解， 首届徐家汇夜生活节期间，

还将相继推出各具特色的夜间消费主题

活动。 其中，汇金百货将以“我的快乐年

代”怀旧集市为主题，精选场内符合夜生

活场景的货品， 形成特色主题快闪店；上

海六百集结 30 余家本土品牌， 打造集娱

乐、美食、文创、表演于一体的好物集市，

营造欢乐、有趣的夜间消费氛围。同时，汇

联商厦精选泸溪河、鲍师傅等深受消费者

喜爱的本土品牌，延长营业时间至 23:00，

打造商圈深夜老字号特色街区，让消费者

尽情享受城市夜生活的独特魅力。

此次夜生活节还将配套发放覆盖商

圈六大商场、 千余家品牌的夜间消费券，

叠加浦发银行“66 夜生活消费券”、农业

银行满减消费券等多重促消费举措，真金

白银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实惠的夜间消费

体验。 此外，美罗城还将限量推出“25 周

年庆感恩券”；东方商厦旗舰店结合三层

立体通道， 打造夜生活联合创意市集；

One� ITC 囊括 30 余家特色品牌， 开展端

午特色市集，掀起商圈夜间消费高潮。

以“夜”为媒，跨界联动，此次“徐家

汇夜生活节” 集中展现商圈夜间消费场

景特色，持续带来体验多元的活动内容。

徐家汇商圈将继续通过吸引高质量夜间

消费业态、高品质夜间体验项目落地，研

究打造糅合新型业态、 创意集市的夜间

潮流开放街区， 持续推动夜间经济高质

量发展。

�记者 曹香玉 陈文卿

点亮商圈潮流新“夜”态

首届徐家汇夜生活节火热进行中

本报讯 今年以来以 GPT-4 为代表

的大模型点燃人工智能发展浪潮， 国内多

家企业先后发布大模型产品。 AI大模型的

强力出圈，引爆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时

代的到来。 5月 27日，第二届长三角科技

产业创新论坛暨 AI 大模型产业应用高峰

论坛在徐汇漕河泾开发区举行。 此次大会

在上海市经信委、徐汇区政府、中国人工智

能学会指导下，由上海国创中心、漕河泾开

发区、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人机融合智能专

委会联合主办，徐汇区科委作为支持单位。

论坛汇聚政府机构领导， 全球 AI 大

语言模型领域专家、学者、产业与投资界

人士，聚焦大模型发展、应用、商业新模式

与投资前景等热点话题，来自人工智能企

业、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投资机构、各商

协会等单位负责人共有 500 余人次参加

此次会议。

厚植土壤

徐汇推动 AI 大模型蓬勃发展

上海当前正在建设人工智能“上海高

地”，发挥人工智能的“头雁效应”，打造一

批具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产业集群。上海

先后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算法创新行动

计划，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地方标准体系建

设指导意见，全国首部 AI 省级法规《上海

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等一系列

相关制度配套和政策创新，对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徐汇作为上海首个人工智能发展集

聚区，全面跟进“大炼大模型”发展趋势，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等创新主体对外发

布多个业内领先大模型。徐汇集聚了大量

数字文娱、 生命健康等优势领域数据链

主，持续深化与龙头云厂商的区域战略合

作，稳步推进算力芯片国产替代，支持大

模型应用在游戏、智能座舱、电商零售等

领域多点开花。

在此次论坛上，上海国创中心与中国

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上海市医学会、

上海市质量协会、上海市生物医药科技发

展中心、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成果展示与

转化中心、漕河泾开发区、长城战略咨询、

国科新研国际技术转移有限公司等一批

专业机构达成合作， 共同赋能科创企业，

助力科创企业破解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大

中小融通、科技成果转化等难点。

AI 进化

10 余位大模型专家纵论 AIGC

� � � � 2023 年， 被认为是以人工智能第三

代开发范式为牵引、 大模型 +AIGC 的发

展元年。本次大会云集全球多位著名人工

智能专家、AIGC 产业领域人士，聚焦人工

智能领域科技前沿，共同探讨大语言模型

创新应用前景与风险挑战。

在圆桌谈论中， 上海国创中心监事长、

上海新兴信息通信技术研究院院长任吉担

任主持，与上海流程智造科技创新研究院院

长贺仁龙、智慧芽 AI算法总监王为磊、网梯

科技创始人兼总裁张震、燧原科技战略合作

总经理王芳，针对“大模型产业发展应用趋

势与挑战”进行主题讨论，围绕大模型在教

育、工业、知识产权、城市治理等领域的应

用，针对大模型创新发展如何为产业领域贡

献发展动力，如何让算法、算力、模型、数据

等要素为生产力服务， 进行了高质量的对

话，进一步丰富了本次论坛的内涵，为与会

人士提供了来自产业、行业维度的解答。

�记者 曹香玉 王卫民

10余位 AI大咖齐聚徐汇

这场顶级论坛干货满满

本报讯 在副热带高压控

制下， 上海 5 月 29 日热力升

级， 成为今年首个高温日。 与

此同时，台风“玛娃”虽然对上

海没有直接影响，但其外围偏东气流对我

国东南部和东部海区有一定的风雨影响，

需继续保持关注。

当天户外体感仿佛进入了盛夏，公园

绿地里的花草在高温下也显得没什么精

神， 不少市民也没了运动锻炼的兴致，坐

在户外阴凉处不停地扇风、喝

水来缓解热意。

申城从 5 月 25 日开启新

一轮入夏的进程，29 日的平均

气温已经完全达到 22℃以上， 因此申城

已经进入了气象意义上的夏天。

（部分内容综合自上海发布）

见证历史！ 36.7℃！

打破上海百年来的五月气温最高纪录

�记者 汪晓 施昱辰

形势政策教育

日前，由市、区联席

会议办公室与区规划协

会联合举办的“人民城

市大讲堂” 培训交流活

动，在徐汇区首次开讲。

此次培训以“15 分

钟社区生活圈”为主题，

邀请了规划、建筑、艺术

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市

联席会议工作专班、区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联

席会议办公室、 相关委

办局、各街镇以及“15 分

钟社区生活圈” 编制单

位等也一同参与， 集中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

问题，为实现“宜居、宜业、宜游、宜

学、宜养”的总体目标作出了努力。

大课堂上，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王睿介绍了

2023 年全市层面“15 分钟社区生活

圈”行动要点，对“聚焦一个目标、坚

持五个导向、落实十项行动”的工作

框架作了详尽解读； 华东建筑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城市更新院常务副

院长叶锺楠以黄浦区小东门街道为

例，介绍了“15 分钟社区生活圈”的

规划实践； 同济大学副教授李晴讲

授了人民城市视角下社区微更新的

参与式规划设计方法。

记者从徐汇区规划资源局获

悉，区规划资源局后续将根据各街镇

的实际诉求，以“点单送学”方式开展

“人民城市大课堂”交流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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