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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4 月 20 日下午， 上海市

徐汇区人民政府与上海交通

大学签署“关于进一步深化人

工智能领域全面合作”的战略

协议。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杨振斌，校长、中国科学院院

士丁奎岭，原党委书记王宗光，

原校长谢绳武， 原党委书记

姜斯宪，原校长、中国科学院

院士张杰，党委常委、常务副

校长奚立峰， 副校长张兆国，

党委副书记、 副校长胡薇薇，

校务委员会专职副主任顾锋，

徐汇区委书记曹立强，区委常

委、副区长俞林伟出席签约仪

式。 奚立峰、俞林伟分别代表

双方签署战略协议。

长期以来， 徐汇区与上

海交大在科技、 经济和社会

事业发展等方面都有着良好

的合作基础， 人工智能作为

上海市三大先导产业之一，

是徐汇区大力发展的新兴产

业集群，也是交大积极谋划、

统筹布局、 加快建设的重点

领域学科。 本次战略协议的

签订，充分发挥徐汇的区位、

资源优势，交大在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 基础学科等领域

优势，强化政产学研协同，推

动上海交大人工智能学院、

工业创新研究院一体化运

行； 通过深化在人工智能领

域的全面合作， 共建人工智

能产业生态，推进“环交大人

工智能科创街区”规划建设；

加强高层次人才引进和交流

合作， 合力打造人工智能领

域人才高地； 依托上海交大

工业创新研究院等创新平

台， 探索建立全过程化服务

科技成果转化与孵化机制，

打造高质量人工智能产业集

聚生态， 为上海加快建设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提供强力支撑， 为我国加

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和未来产

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深化人工智能领域全面合作

徐汇区人民政府与上海交通大学签署专项战略协议

4月 18日，徐汇区召开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推进会议，部

署《关于推动徐汇高质量发展 建

设高技能职工队伍的实施意见》。

会议出台《关于推动徐汇高

质量发展 建设高技能职工队伍

的实施意见》，围绕做实职工教育

培训、做优劳动和技能竞赛、做强

职工创新创造、 做活人才使用和

激励机制等四方面提出 11 条措

施， 对推动徐汇区技术技能人才

规模持续壮大、素质不断提升，高

技能人才数量、 结构与徐汇产业

发展布局要求相适应等方面，具

有较强的实践性指导意义。

《意见》特别聚焦数字经济、

生物医药、文化创意、科技金融

等徐汇四大重点产业， 元宇宙、

大模型等新发展领域，提出将开

展系列主题劳动和技能竞赛，打

造影响力大、引领力强、具有徐

汇特色的竞赛品牌；建立徐汇工

匠学院，培育一批具有专业技能

和职业素养的工匠人才； 探索

“技师 + 工程师”团队合作模式，

发挥高技能人才创新能力，培养

一批职工优秀发明家。

《意见》明确提出：未来三年

将推出“个十百千万”徐汇产业

工人队伍新举措新目标，即建设

一所徐汇工匠学院，每年开展全

区层面十大引领性、 创新型、大

中型劳动技能竞赛，组织百名劳

模工匠先进做技能导师，实现三

年一千名职工技能等级晋升，每

年万名、三年三万名职工投身劳

动立功和技能竞赛，实现区域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改革双提升、双促进。

（来源：《新民晚报》）

为迎接第 24 个世界知识产

权日和 2024 年上海知识产权宣

传周，4 月 23 日，2024 年上海版

权宣传周启动仪式暨徐汇区知

识产权宣传周主题活动在央视

国际传媒港金盒子举办。

作为文创、 科创企业高度集

聚、融合发展的城市，上海市委宣

传部、 市版权局等各部门持续开

展版权产业基地、 优势单位和园

区建设。 2012年至 2022年，徐汇

区已有 11 家单位荣获上海市版

权优势（示范）单位，3 个园区荣

获上海市版权优势（示范）园区。

活动当天， 上海市版权局发布了

2023 年上海版权优势单位、优势

园区、上海市版权服务优质项目、

优秀项目， 徐汇区重点文创企业

上海交宅科技有限公司获选上海

版权优势单位， 徐汇区版权工作

站获评上海市版权服务优秀项

目。 徐汇始终坚定保护好、 利用

好、发展好知识产权产业生态，为

企业、园区提供服务。

《知识产权行政司法保护七

方协议》签订

今年 1 月，徐汇又经国家知

识产权局确定为第二批国家知

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建设地区。 徐

汇坚持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机制， 在 2023 年签订全市首个

区级知识产权保护“行刑衔接”

五方合作协议，一年来，五部门

有机衔接、协调联动，查办了一

批具有影响力的知识产权违法

犯罪大案要案， 在活动当天，联

合发布了 2023 年徐汇区知识产

权保护典型案例、《2023 年徐汇

区知识产权保护白皮书》。

在此基础上， 现场徐汇区市

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区文旅

局、区法院、区检察院、公安分局

及新加入的区司法局、 徐汇海关

又共同签订知识产权行政司法保

护七方合作协议， 进一步强化区

域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系， 打好

组合拳。

此外，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第

四批徐汇区重点商标保护名录”，

共有 27 个注册商标脱颖而出。

徐汇区游戏企业版权保护联

盟正式成立

版权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

部分，文创产业作为内容产业，版

权的保护和转化能够对产业发展

起到实质性推动作用。 游戏产业

作为徐汇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

呈现出企业集聚度高、 产业规模

庞大的特点， 徐汇集聚了一批国

内外知名的游戏企业，2023 年重

点游戏企业营收合计近 750 亿

元， 新企业、 新作品还在不断涌

现， 可以说占据了上海游戏产业

半壁江山。

考虑到企业发展需求，由米

哈游、巨人、鹰角、莉莉丝、好玩

橙发起，七方合作协议签订部门

为指导，向全国游戏企业、第三

方专业服务机构等发出邀请，共

同成立游戏企业版权保护联盟。

依托稳定的团队和空间，给予经

费保障，明确目标，制定计划，为

成员单位和产业整体发展提供

有力保障。 （来源：徐汇文创）

徐汇游戏版权保护联盟成立

（上接第 1 版） 精心设计的主

题路线地图将体育元素巧妙

融入景区、街区与商圈，生动

展现徐汇区独特的城市活力

与体育魅力。

主题路线首站始于被誉

为“城市绿肺”的徐家汇公园，

这里不仅有《义勇军进行曲》

灌制地百代唱片公司的旧址，

还设有深受市民喜爱的健身

步道和室外篮球场，是市民健

身和举办篮球比赛的上佳场

所。公园西邻繁华的徐家汇商

圈， 汇聚港汇恒隆、 美罗城、

ITC、 百脑汇以及在建的浦西

第一高楼徐家汇中心等顶级

商业综合体， 云集阿迪达斯、

露露乐蒙、哥伦比亚等知名跨

国公司总部型体育企业，彰显

了徐汇区在体育产业领域的

强劲吸引力与国际化格局。

再沿漕溪北路向南漫步，

途经徐家汇藏书楼、徐家汇天

主堂、徐家汇书院、上海电影

博物馆等一系列网红打卡点，

历史文化的厚重底蕴与现代

都市的时尚气息交织相融。其

中，徐家汇书院与上海体育博

物馆携手打造“‘体育之源·海

派之汇’———上海近代体育源

起与传承徐汇主题展”， 实现

体文深度交融。

路线终点位于徐家汇地

区南端的徐家汇体育公园，由

上海体育场、 上海体育馆、上

海游泳馆、万体汇综合馆组成

的这座城市体育综合体，既是

广大市民日常健身、青少年体

育培训的理想之地，也是中超

上海申花队、CBA 上海久事男

篮的主场，上海马拉松的终点

站， 以及斯诺克上海大师赛、

国际田联钻石联赛等国际顶

级赛事的举办舞台，较好地诠

释了徐家汇地区在体育领域

的国际视野与卓越实力。

仪式当天，上海正式启动

了新一轮体育消费券配送，全

年安排资金 4000 万元， 继续

推进“你运动、我补贴”的惠

民措施。 除了现金补贴，上海

市体育局将与携程集团共同

打造“体育 + 旅游”一站式产

品， 与中国银联上海分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联

手打造一系列“体育 + 商业”

的主题消费场景、主题营销活

动，在现金补贴外再投入资源

补给。

据悉，本届体育消费节有

三方面创新之举：一是“破圈

联动”的新理念。 跳出体育看

体育，以体育为撬动点服务全

领域市场消费产品创新，让体

育更多地触达市民日常生活

消费场景，促进增量消费。 二

是“叠加互惠”的新内容。将各

方促消费的营销、宣传等资源

叠加起来，同向发力，让市民

享受更大的优惠，形成更大声

量的宣传， 释放体育消费潜

力。 三是“价值发现”的新模

式。 通过产权交易平台，确定

体育赛事活动聚人气、引流量

这些“无形资产”的经济价值，

提高体育市场主体效益，激发

体育市场活力。

作为东西文化交融地、海

派文化发源地，徐汇区在体育

事业上同样蓬勃发展。 徐家汇

源作为开放式 4A 级景区，正

致力于打造享誉全球的世界

级地标性商圈，同时，这里还

是全国首批、上海首家“国家

体育产业示范基地”， 以及新

时代文明实践特色体育街区，

多重身份赋予了徐汇区独特的

体育文化内涵与产业优势。 未

来，徐汇将与各方携手共进，积

极探索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

创新模式， 激活消费新动力，

共同塑造一个更年轻、 更开

放、更充满城市活力的徐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