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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上海气温持续攀升，伴随
着“五五购物节”各项活动开展，消费
活力进一步释放，作为城市“烟火气”
指数重要参考的“外卖消费热力图”
也持续“飘红”，脉搏中跳动的，正是
这座“不夜城”的创新与活力。

美团数字大屏上一张“外卖消
费热力图”，实时展示了过去24小时
内平台上的外卖订单热力趋势：早
上7点，位于黄浦区人民广场来福士
区域最先开始变红，早起上班的白
领点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开启
一天的工作；中午12点，中心城区的
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并逐渐加深，与
此同时，包括临港新片区及南汇新
城、嘉定新城、青浦新城、松江新城、
奉贤新城等5个新城区域也依次被

“点亮”，午餐时间成为线上订单最
为密集的时段；到了下午6点晚餐时

段，又是一轮全面“飘红”的状态；随
着夜色渐深，红色区域开始缩小，一
直持续至次日凌晨两点半，最后的
红点在浦东张江的创新园区消散，
那是活力无限的创业者们，正为梦
想而打拼。

“热力图上的每一个红点，都代
表着一个骑手正在送单。”美团外卖
上海区域负责人李乐介绍，颜色越
深，代表着该区域订单量越密集，骑
手人数越多。从热力图的趋势来
看，最早的订单集中于城市CBD地
区，而最晚的订单则多为创新园
区。“无论是从消费活跃度，还是商
业成熟度、交通便捷度等各个维度
来看，上海都能在全球活力城市中
位居前列。”李乐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一个月以
来，上海夜宵外卖订单持续增长，周

环比约10%。从夜宵订单分布区域
来看，浦东最多，占比近三成。尤其
创新园区集中的张江，40 平方公里
的范围内拥有22个创新园区，实有
人口23万，夜间订单持续时间最久，
凌晨两点还在点外卖成为常态。

热力图上还可以看到“当红美
食”消费热度指数，咖啡作为海派文
化的标记，当仁不让位列消费热度
榜首。其中，徐汇区和静安区的咖
啡消费指数最高。在各类咖啡馆云
集的永嘉路上，一家网红咖啡馆通
过拓展线上线下双重渠道，实现了
业务的翻倍增长。日益场景化的咖
啡生活，正在渗透进更多市民的生
活。据最新统计，上海已拥有 8530
家咖啡馆，位列全球第一，远超纽
约、伦敦、东京等城市。

持续升腾的烟火气，也点燃了

城市的夜经济。美团数据显示，一
季度上海生活服务夜间消费占比逐
日走高，目前已达60%。其中，夜市
搜索量同比去年增长 22.6%。BFC
外滩枫径、首尔夜市、青杉夜市以及
七宝夜市等成为市民游客在上海夜
间消费的打卡好去处。

热力四射的城市活力也为企业
发展注入信心。上个月，由中国连
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3 中国餐饮
加盟品牌 TOP100”中，总部设立在
上海的连锁加盟品牌数量达到 27
个，连续五年位居全国第一。众多
餐饮连锁品牌纷纷将上海视为新品
首发、新店首开的重要选择地，而首
店的集聚和规模化也扩大了魔都

“总部经济”朋友圈，让上海更具城
市活力和创新活力。

据《新民晚报》

新华网合肥5月28日电（李东
标 杨静文）在不久前举行的安徽
省“季度赛马”评议中，滁州市交出
高分答卷——经济运行连续5个季
度全省第一、营商环境连续4个季
度全省第一。亮眼“成绩单”的背
后，离不开人才的强力支撑。

人才兴，则事业兴。为了让安
徽成为各类人才的创业热土，安徽
省实施“创业安徽行动”，推出“皖创
22 条”，一批创新创业高地在江淮大
地加速涌现。作为安徽东向发展

“东大门”，近年来滁州市坚持人才
“第一资源”理念，把优化人才发展
环境作为吸引人才的“强磁场”，积
极探索“产才融合”有效路径，形成

“以产聚才、以才兴产、产才融合”良
性机制，让人才与产业在“双向奔
赴”中成就更美好的未来。

搭建引才留才“好舞台”
“从上海来到滁州发展，是我

们企业做的最对的决定。”意特利
（滁州）智能数控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张伟介绍，2017 年，他们将企
业从上海总部带到了中新苏滁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从最初的租赁
厂房，到如今自建占地近70亩的生
产基地，公司已发展成为国内中大

型五轴数控加工机床领先企业，今
年产值预计可达5亿元。

“我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
技术创新和自主研发，其灵魂就是
人才。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就是引才助企发展的福地。”
张伟说，园区在培育科技创新主
体、推进科技创新项目、招引高层
次人才等方面下足了力气，帮助企
业引得进人、留得住人。

如今，他们企业拥有50余人组
成的技术团队，其中高级工程师 6
人，拥有技术专利300项，大部分实
现了成果转化。许多高层次人才
因为园区的好政策购房定居，成为
了“新滁州人”，而跟随他们而来的
上下游企业已有5家。

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好
的平台为人才茁壮成长提供了优
质“土壤”，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产业
蝶变升级。在滁州，以光伏、半导
体、智能家电、装备制造等主导行
业为代表，结构层次优、投入产出
效率高、辐射带动功能强的现代产
业集群初现雏形。

营造引育并举“优生态”
“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哪些困

难问题？”“服务保障上，还需要我

们做什么？”今年5月初，滁州半导
体企业家早餐会举行，在轻松的氛
围中，滁州市委书记许继伟与企业
家们面对面交流，倾听企业发展现
状介绍，共话产业发展趋势和企业
发展未来，征求行业发展意见建
议。

现场气氛活跃，企业家们畅所
欲言，话发展、谈问题、提建议。许
继伟认真倾听、仔细记录，围绕用
工、用电、招才引智等方面问题，现
场办公研究解决办法，并叮嘱相关
职能部门要积极对接、主动作为，
为企业做大做强做好服务保障。

近年来，滁州市发挥企业家早
餐会、产业链链长会等作用，面对
面听取意见，实打实纾困解难，全
力打造“亭满意”营商环境，努力做
强“滁周到”服务品牌，营造引育并
举“优生态”，让各类主体创新愉
快、创业愉快、创造愉快。

一方面，该市不断迭代升级引
才惠企政策，改革完善人才评价体
系，创新“以薪定才”“按薪补才”市
场化评价方式，把人才评价话语权
交给用人主体；另一方面，不断完
善“线上线下”服务体系，设立“一
站式”服务专窗，制发“亭城英才
卡”，集成76项专属服务，建设园区
人才公寓近2万套，积极引进沪苏
浙教育医疗资源，建立分校、医联
体15家。

此外，滁州市还设立 2.5 亿元
“天使投”基金、5000万元“人才贷”
风险补偿资金，开发“人才担”、大
学生“乐创滁州”贷，实现服务“零
距离”、成长“零门槛”；设立企业

“首席服务员”“助创专员”，开展
“新春访万企”、“我为人才办实事”
活动，为人才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在“固巢留凤”的同时,该市坚
持引育并举，围绕人才培养工作，
一次性从省内10所高校引进18名
专家学者驻点产业链专班挂职指
导；在高校开设“光伏班”“苏滁班”
等“冠名班”“定制班”，新培训专技

人才 2.5 万人，高技能人才近 5000
人；先后选送17名本土优秀企业家
赴高端机构学习，开设“滁商大讲
堂”“滁商云讲堂”，每年培训企业
经管人才6000余名。

构建产才融合“政策链”
政策先行，下好人才“先手棋”；

产才融合，打造聚才“强磁场”。
针对创业主体在创业过程中

遇到的各类问题，安徽省发布《创
业安徽行动方案》，从6个方面提出
22 条具体举措，目标是到 2025 年
底，形成创业环境一流、创业主体
活跃、创业成果迸发、创业氛围浓
厚的新格局。

聚英才、创未来，滁州市委连
续两年新春第一会均聚焦“招商引
资、招才引智”，并同步开展“质量
突破年”活动；启动实施新时代“满
天星人才计划”，大力推进聚才汇
智“五星”工程，推动人才工作深度
嵌入全市产业发展战略；将人才工
作纳入全市“三看三比”项目巡回
检查内容……一系列举措的实施，
让顶层设计不断强化，政策机制逐
步完善。

与此同时，滁州市还围绕产业
链配置人才链，瞄准行业“顶尖大
咖”精准揽才。先后引进23名高层
次人才，集聚产业英才 400 多人。
通过“2+N”招聘会等活动开展，靶
向引进大学生 1.6 万多人，技术技
能人才8万多人，帮助企业招工引
才 10.55 万人，逐步形成以主导产
业搭建人才发展平台、以人才助推
产业发展提质的新局面。

以产业引人才，以人才强产
业，滁州以“人才链”赋能“产业
链”，让产业与人才“双向奔赴”，为
当地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澎湃动力。今年一季度，滁州市
经济运行开局良好。根据地区生
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全市
实现生产总值 919.5 亿元，同比增
长7.1%，增速位居全省第二。

“人才链”赋能“产业链” 促进产才“双向奔赴”

工作人员在滁州一家太阳能电池片企业生产线

上忙碌。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上海外卖消费热力图持续“飘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