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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上午，作为第二十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展项目，

“风生水起逐浪高——纪念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长三角美术作品展”在中华
艺术宫开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周慧琳致辞并宣布开幕。

周慧琳指出，本次美术作品展是
长三角美术界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
年的集体献礼。所选展品以饱满的
艺术情怀、精湛的艺术手法和生动的
艺术画面，歌颂伟大时代，描绘幸福
生活，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
壮阔画卷，讲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追梦故事。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脉
相连。当前，三省一市正在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
央决策部署，着力推进长三角更高
质量一体化发展。提升区域文化软
实力，是区域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
有力支撑。希望长三角美术界以此
次展览为契机，携手奉献更多讴歌
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
精品力作，为助力长三角成为全国转
型发展的“主引擎”、创新发展的“主
阵地”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长三角美术作品展”开幕

值得记住的众多第一
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举办得

到了全国电影人的积极响应和广大
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也获得了国际
电影人的高度关注。首届电影节评
委会主席由中国著名导演谢晋担任，
美国好莱坞导演奥利弗·斯通、日本
导演大岛渚、中国香港导演徐克等国
际电影界翘楚出任国际评委，奠定了
电影节评奖的高规格和权威性。
1994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经国际电
影制片人协会考察后认定，成为当时
全球9个非专门类竞赛型国际电影
节之一。目前，全世界有15个经认
定的非专门类竞赛型国际电影节，上
海国际电影节是中国唯一的一个。

25年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经
历了成长的坎坷，与中国电影的发展
风雨相伴，在摸索中不断调整办节举
措，创了无数个“第一次”：从第5届
起，电影节由原先的两年一届调整为
每年6月举办，让中外影人年年在上
海集聚；第7届起，设立亚洲新人奖
评选，主动承担扶持新人成长的责
任；同年第一次创设“向大师致敬”影
展单元，满足影迷对国际经典作品的
观影期待；第9届电影节的国际评委
会主席第一次由外国电影大师担任，
进一步提升了电影节的国际性和专
业性；第15届起，每年主导中国经典
电影拷贝修复，积极推动文化传承；
第18届起，对接中国电影产业发展
趋势，创办互联网影视系列新项目；
第20届把办节时间延长了一天，让
市民分享获奖影片的精彩，还在金爵
奖评选中增加了国际短片项目，鼓励
和发现更多电影新人。

电影节以面向人民、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和面向产业的情怀，不断用
创新驱动发展、用服务提升办节质
量，电影节的成长与上海城市精神高
度契合，成为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
一张金名片。

提升平台的国际影响力
上海国际电影节用创新驱动办

节机制的完善，围绕提高“国际性、专
业性、惠民性”的办节宗旨，形成“立
足亚洲、关注华语、扶持新人”的办节
定位，在全球15个非专门类竞赛型
国际电影节中，品牌性格清晰，品牌
标识度十分鲜明。

创办以来，上海国际电影节一直
致力于提升国际性，电影节国际影响
力和行业话语权不断增强。它的征
片规模不断扩大，第1届时，来自33
个国家与地区共167部影片报名电
影节参展参赛，而今年举行的第21
届，有108个国家和地区的3447部
影片报名参展参赛。它与国际重要
电影节开展合作，戛纳、威尼斯、多伦
多、东京等多个国际电影节，如今都
和上海有了不同类型的合作，上海国
际电影节的“朋友圈”正在迅速扩大。

上海国际电影节也在聚力提升电
影节的专业性，电影节内容专业度和行业
关联度不断增强。金爵奖评奖质量不断
提高、金爵论坛搭建行业交流平台、新人
孵化机制日益健全、电影市场助力产业发
展……作为影迷的节日，上海国际电影节
还聚力提升电影节的惠民性，强化以人民
为中心的使命感，不断推出惠民举措。像
国际影展扩大惠民力度，从第一届电影节
共放映了167部中外影片，在9家影院展
映574场，观众约20万人次，到第21届电
影节共放映中外影片492部，在45家影
院展映1621场，观影人次超过46万，电
影节已成为全国影迷追捧的对象。

对于未来，上海国际电影节也站
在了新起点，设立了新目标：三年内综
合影响力达到国际A类电影节前三
位，进入国际电影节第一阵营。历经
20多年的创新和发展、20多年的积
累与沉淀，上海国际电影节不断坚定
文化自信，自觉肩负繁荣发展社会主
义文艺、推动电影事业和产业的发展
新使命，在新时代焕发出新气象。

上海国际电影节：与中国电影的发展风雨相伴，创出无数个“第一次”

成为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金名片
1990年，上海一批德高望重的电影艺术家积极倡议在上海举办国

际电影节。1992年，浦东开发开放不到两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由上海市
人民政府申请举办，当年经国务院批复，于1993年10月举办首届。在改
革开放大潮中应运而生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上海百年电影史、海派文化
文脉一路传承的必然成果，圆了中国电影人和上海这座电影城的一个国际
电影节梦，满足了百姓对电影文化更高的需求与期待。 青年报记者 陈宏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上海第一高楼——上海
中心大厦38楼里有一座“宝库”，从
陶瓷、玉石雕刻、金属工艺、织染绣到

唐卡、漆器、竹木雕刻等，均出自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与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之手。“百万市民看匠心”专题系列活
动近日正式启动，“宝库匠心馆”将向
市民游客免费开放一年。

“宝库匠心馆”将免费开放一年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今后，相关单位要制定
数据开放清单，并向社会公布。在昨
天举行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市政
府秘书长汤志平介绍了《上海市公共
数据和一网通办管理办法》相关情
况。该管理办法由市政府法制办、市
政府办公厅、市大数据中心、市经济
信息化委共同研究制定，并经市政府
常务会议、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将
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
本市第一部关于公共数据管理与“一
网通办”改革的地方政府规章。

上海政务“一网通办”总门户已
于10月17日正式上线运行，标志着

“一网通办”建设迈出关键性一步，进
入到全面打响高效政务服务金字招
牌的阶段。但同时，本市的互联网政
务服务工作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和瓶
颈。如，基础设施建设条块割裂，业
务系统缺乏协同；电子印章、电子证
照、电子档案等法律效力不明确；公
共数据采集标准不统一，数据质量不
高等。

对此，市政府决定通过地方立
法，进一步加强顶层制度设计，破解
瓶颈问题，大力创新突破，撬动政府
自身改革，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立法
的主要思路是：立足于对公共数据进
行全生命周期立法，以集中统一管理
为核心，对数据采集、整合、共享、开
放、应用、安全等作出全面规范，打破
信息壁垒，推动跨部门、跨层级、跨地
区的协同办事和综合监管，最大限度
实现数据价值，释放数据红利。同
时，聚焦“一网通办”应用涉及的重点
环节，进一步明确目标、操作举措以
及保障措施，充分体现上海全面推进

“一网通办”的改革经验、思路和方
向，为国家实施互联网政务服务战略
积极探路，加快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从立法的整体设计和具体内容

看，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通过出
台“1+X”管理办法，构建立体化的法
制支撑体系。二是将公共数据与一
网通办有机融合，让每一个管理环节
都有章可循。三是聚焦实际工作中
的难点问题，在立法层面予以突破。
规章在不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前提下，
进行了最大程度的突破，为加强公共
数据管理和一网通办工作提供了有
力的法制支撑。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办法》明确
了三类适用主体：一是本市各级行政
机关和履行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
事业单位；二是水务、电力、燃气等公
用事业运营单位；三是运行经费由本
市各级财政保障的其他机关、团体等
单位。对中央国家机关派驻本市的
相关管理机构，也作了参照执行的规
定。

在数据采集和治理上，《办法》规
定：集中统一管理。由市大数据中心
对各单位的公共数据按照应用需求
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并编制全市公共
数据资源目录。同时，各单位应当遵
循合法、必要、适度原则，在目录范围
内采集公共数据。各单位将公共数
据向市、区电子政务云归集，形成基
础数据库和若干主题数据库，并由采
集单位和市级责任部门承担数据质
量责任。

在数据共享方面，着眼于破除信
息孤岛，明确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
为例外，将公共数据的共享属性分为
无条件共享、授权共享和非共享三
类。同时，提出“应用场景授权”的制
度设想，只要共享需求符合具体应用
场景，就可以直接使用共享数据。在
数据开放方面，明确数据开放属性分
为无条件开放、有条件开放和非开放
三类。同时，要求各单位制定数据开
放清单，向社会公布；与民生紧密相
关、社会迫切需要的高价值数据应当
优先开放。

《上海市公共数据和一网通办管理办法》11月1日起正式施行

明确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

■都市脉搏

“宝库匠心馆”藏品。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