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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政府
新闻办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
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首场，市政
府副秘书长刘平介绍《关于支持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建设国际
贸易中心新平台的若干措施》的
有关情况。

商务区进出口额增长到
759.3亿元人民币

近年来，虹桥国际中央商务
区以建设联动长三角、服务全
国、辐射亚太的进出口商品集散
地为切入点，深化虹桥进口贸易
促进创新示范区建设，加快打造

“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的辐射
引领区，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建
设取得了积极成效。

进 博 会 辐 射 效 应 持 续 放
大。货物贸易增长显著，近三
年，商务区进出口额从241.3亿

元人民币增长到759.3亿元人民
币。跨境电商表现突出，虹桥保
税物流中心（B型）跨境电商进口
业务订单和销售金额均排名全
市第一。开放型平台体系持续
优化，进博会创新政策依法上升
为常态化制度安排，促进“展品”
变“商品”；“6天+365天”常年展
销平台加速数字化转型。

贸易功能内涵深入拓展。
高能级贸易主体加速集聚，商务
区内市级认定总部企业达 211
家，有实际国际贸易业务企业超
2000家。全球数字贸易港率先
成势，吸引数字企业超7000家，
中国北斗产业技术创新西虹桥
基地获评国家首批特色服务出
口基地。“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
的辐射引领效应初显，累计设立

“丝路电商”国家馆22个，推出首
个长三角三省一市“丝路电商”
电子口岸数字技术应用中心。

国际国内市场链接力不断增

强。以虹桥海外发展服务中心为
支撑，加速打造支持企业国际化
发展的一站式服务平台；虹桥国
际中央法务区引入法律服务机构
100家；虹桥海外贸易中心引进
39 家国际组织机构，链接全球
150个国家和地区；虹桥国际商
务人才港引入人力资源企业248
家，形成了国际化商务服务矩阵。

聚焦五个重点领域提出
33项具体措施

为进一步支持商务区建设
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提质升级，
近日，市商务委、市发展改革委、
虹桥商务区管委会联合印发了
《关于支持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
建设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的若
干措施》。《若干措施》聚焦五个
重点领域，提出33项具体措施。

更好承接进博会等展会溢
出效应。聚焦“展品”变“商品”，
提出：提升“6天+365天”常年展

销平台功能；支持建立特殊食品
注册备案、CCC产品认证指导服
务协作机制；支持打造进博新品
首发平台等5项措施。

更大力度发展新型国际贸
易。聚焦跨境电商、数字贸易、服
务贸易等新型国际贸易，提出：提
升虹桥空港口岸跨境电商服务能
力；提升全球数字贸易港能级，鼓
励区内数字龙头企业成立数字贸
易产业联盟；打造“丝路电商”数
字技术应用中心，在电子提单、电
子支付等多方面开展国际合作；
提升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服务能
级，推动国际医疗、医疗旅游等新
业态加快发展等10项措施。

加快集聚高能级贸易主体和
贸易平台。聚焦打造出海总部集
聚区，提出：设立对外投资咨询服
务点，做好企业“走出去”政策指
导和服务；引进更多国际行业协
会、贸易促进机构等国际经济组
织，提升国际交流、经贸往来等功

能；支持商务区创建上海自贸试
验区联动创新区等7项措施。

加 快 提 升 专 业 服 务 业 能
级。聚焦提升专业服务机构国
际化服务能力，提出：鼓励本土
专业服务机构构建国际服务市
场网络；鼓励支持各类法律服务
机构入驻法务区；支持设立知识
产权服务基地，提供知识产权交
易、运营管理、维权保护等全链
条服务；支持引进第三方合格评
定服务机构，提供质量标准、检
验检测、认证认可等一站式服务
等6项措施。

夯实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
建设的人才支撑。聚焦人才引
进，提出：加大人才引进重点机
构推荐力度；为商务区外籍人才
签证、居留等提供更便利的服
务；支持境外人员参加商务区内
的重点展、会、活动，出入境管理
部门及边检部门给予口岸签证
和口岸通关便利等5项措施。

“持证上岗的街头艺人一个个都身
怀绝技，都很出色。但是一个优秀的街
头艺人，一定要起到带头作用。”在街头
吹洞箫收获众多拥趸的董亦含对青年报
记者说。他刚刚在2024年第十届上海
街艺节开幕式上获颁上海街艺“最杰出
艺人”奖牌。上海实施街头艺人持证上
岗制度已经整整10年了。

青年报记者 郦亮

大虹桥发布33条措施加速建设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5周年。在这5

年中，上海以人民城市理念为指导，推进探索实践，诞生了一批上海故事、上海实践和上海样本。为

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超规模人民城市建设发展之路，作出了贡献。即日起我们推出“共建人民

城市 共享美好生活”栏目，呈现人民城市理念对市民生活的深远影响。

从8人小组到380人遍布全市
上海建立街头艺人持证上岗制10年 发展成“职业化的高学历队伍”

·编者按·

上海对于街头艺术的研究
和引导就是这样不断深入的。
由最初探讨设立持证上岗制，
到现在来探讨优秀街头艺人的
标准。记者了解到，上海持证
街头艺人始建于2014年10月，
至今正好10年。从第一批8位
艺人到如今发展成380多位持
证表演街头艺人参与的大团
队。90后艺人占一半以上，最
年轻的艺人是00后。大专以上
学历者占一半，他们中有硕士、
博士、海归等。

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总
召集人韦芝对记者直言，10年
前他们启动街头艺人持证上
岗制就是为了推动街艺的职

业化，通过实行准入制，来引
导和规范街头艺人更好地为
市民服务。

对此，罗小罗深表认同，他
本身就是街头艺人持证上岗制
的受益者。“我觉得任何事情只
要正规就能做好。如果不正
规，即便是一个歌手再有才华，
他也不愿意上街去演唱。这是
一个尊严问题，我们不愿意到
街上去和城管打游击战。现在
我们有上岗证了，在静安公园
演出的时候，旁边还有警察和
其他管理人员在维护秩序，这
种感觉就不一样。”他对青年报
记者说。

“年轻的专业人士越来越

多，我们的队伍越来越整齐。”
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总召集人
韦芝用“职业化的高学历队伍”
形容上海街头艺人现状。据韦
芝回忆，上海对于街头艺术的
研究和探索始终走在全国前
列，领风气之先。10年前，在静
安公园广场铜牛旁的石板路
上，一块标志着上海持证街头
艺人 N0.1 发源地的铭牌被嵌
入。从那时起，上海市演出行
业协会与上海各城区部门携手
联动，形成由文化部门牵头，城
管、绿化、公安、交通等10多个
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合工作组，
开启协会与属地共同协调管理
城市街艺演出的新模式。

优秀街头艺人的标准就是获得市民认可

街头艺人持证上岗制推动街艺职业化

生于1986年的董亦含平时
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初中时
他接触学习了洞箫，从此这个理
工男的内心里就有一朵艺术的
花。2021 年他勇敢地走上街
头，成为一名持证街头艺人，向
市民展示自己的艺术。没想到，
效果相当好。董亦含很快就在
市民圈子里相当出名，很多人都
知道街上有一个吹洞箫极好的
汽车制造设计师。

而从“街艺小白”成为“最杰
出艺人”，董亦含只用了短短3

年时间。在他看来，任何事情要
做到优秀，其背后必定是热爱。
他因为热爱洞箫，所以才会在酷
暑天，依然坚持穿厚重古装为
市民表演。“一名优秀的街头艺
人就是应该起到一个带头作
用，让市民看到，在上海的街
头，有这么一群热爱艺术的人，
他们为了艺术而竭尽全力。”

究竟什么是优秀街头艺人
的标准？歌手罗小罗这次也是
获得上海街艺“最杰出艺人”称
号的两位之一。这位在静安公

园收获众多拥趸的90后歌手，
甚至在去年还开了自己的个人
演唱会，并且一票难求，其火爆
程度一点不亚于一些明星演唱
会。这个街头艺人已经成为名
副其实的“民星”。

罗小罗告诉青年报记者，
在他看来，街头艺人要做到“杰
出”，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要获
得市民的认可。如果市民不认
可，自己再如何沉浸在艺术里，
对一个街头艺人来说都是没有
意义的。

市民给街头艺人点赞。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