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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5月7日电（记者 陈爱平）传统舞
龙“披”上时尚色彩，海派绣球、珐琅、绒绣“变身”时
尚饰品，竹编、漆器工艺融入陶制茶具制作……在
上海，“非遗+”正火热出圈，人们探寻原汁原味的

“城市记忆”，领略传统文化绽放出的时代光彩。
4月29日至5月5日举办的2024年上海龙华庙

会自龙华广场扩展至周边商圈、街区、剧院、艺术中
心等空间，还有线上的“数字庙会”。庙会市集现
场，中外游客体验上海及长三角省市非遗技艺，选
购非遗衍生文创产品，欣赏沪剧、越剧、舞龙等表
演，观看安徽滁州等地文旅推介活动。

“我小时候的庙会，人们前来交换生产工具和
生活必需品；如今市集里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广场
上演出精彩，内容丰富多了。”70岁的上海市民周
先生回忆。他带着2岁的小孙子前来，看着中学生

舞动色彩明艳的“桃花龙”，周先生期待孩子们把传
统进一步发扬光大。

庙会还迎来许多海外游客。正在杭州研习旅
游管理的俄罗斯小伙卢文哲乘高铁转地铁前来。

“这样的传统市集很有意思。了解中国传统的文化
活动对我的研习很有帮助。”他说。

一些来自德国、瑞士的游客也组团前来。25
岁的德国游客迈克尔·克鲁默第一次来到中国，他
很喜欢上海，因为既可以见到高耸的楼宇，也可以
体验热闹的庙会，领略传统文化。

据上海市徐汇区文化和旅游局统计，龙华庙会
举办期间共接待30余万人次游客，线上线下“吃、
住、行、游、购、娱”各类要素消费活跃，总销售额超
过2000万元。其中庙会市集销售额近110万元，游
客最感兴趣的非遗项目是盘扣、苏绣和香囊。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非遗处处长陈平介绍，目
前上海共有63项国家级非遗项目、273项市级非遗
项目以及超过800项区级非遗项目。越来越多非
遗项目“走出”文化场馆，“走进”街区、社区、校园，
为人们的“城市记忆”增添一抹别具一格的时代光
彩。

此前，上海在农历龙年春节前后推出覆盖全
市范围的“寻龙记”活动，主要商圈、文化场馆、景
区、公园、地铁站、黄浦江游船等100多处空间里，
非遗互动体验、民俗文化展览吸引市民游客广泛
参与。国家级非遗项目“梨膏糖制作技艺”联名知
名 IP“巧虎”推出的梨膏棒棒糖深受亲子家庭喜
爱，“巧虎”手持龙灯形象也亮相2024豫园民俗艺
术灯会。

来源：新华网

楼宇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正如火如荼
般地在合肥铺开。今年以来，合肥市把握经济发展
脉搏，促进楼宇经济向新而行，提质而兴，持续推动
我市楼宇迸发活力。

市商务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重
点商务楼宇 434 座，实现总税收收入 68.88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63.26% ， 税 收 已 超 亿 元 楼 宇 8
座，较去年同期增加 3 座，其中税收超 5 亿元楼
宇 2 座。

创新“楼长制”打通营商服务“最后一公里”

合肥楼宇拔节生长的密码是什么？

众所周知，为解决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各类问
题，很多小区设立了“小区楼长”，在物业服务中起
到了重要作用。在楼宇中办公的企业，就如同一个
个“小区住户”。

合肥高新区创新推出了类似“楼长制”的服务
模式，实现“首问制”受理、“一条龙”对接，为企业提
供“管家式”服务，真正打通营商服务“最后一公
里”。

合肥高新创业园相关负责人表示，园区已选派
30余名“楼长”，对园区150万平方米内的61栋楼宇
进行包联服务，根据企业具体情况，建立企业需求、
资源、服务“三项清单”，服务贯穿招引、培育、上市、
履约和节约等环节，当好企业的“联络员”“护航员”

“服务员”。
除了贴心的“管家”，该区还率先在众多楼宇中

接入区域经济大脑，通过建设自有平台，联动抓取、
标记楼宇企业诉求并精准推送政策，实现“一企一
策”“一企一像”，提供投融资、企业经营、技术研发
等“一对一”指导服务。

“智慧高创”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平台为
企业提供7×24小时全流程线上服务，涵盖企业从
入驻到运营的各个环节。去年，该平台累计实现
2615家企业共享办公，送政策150余次、指导服务
50余次，实现企业无感化、精细化孵化和分层次
企业服务，全面赋能中小企业。

激发新潜力

汇聚更多“空中聚宝盆”

一座座楼宇拔节生长，让“城市封面”更加多彩
的同时，催生出越来越多的“亿元楼”，不断刷新楼
宇经济的上限阈值，发挥着集聚产业、带动消费、支
撑就业、涵养税源等综合作用，是城区经济发展的
风向标。

今年以来，合肥市把握经济发展脉搏，持续推
动我市楼宇迸发活力。据统计，一季度，全市重点
商务楼宇434座，实现总税收收入68.88亿元，同比
增长63.26%，税收已超亿元楼宇8座，较去年同期增
加3座，其中税收超5亿元楼宇2座。

楼宇作为“空中聚宝盆”“垂直印钞机”，如何破
除楼宇经济发展瓶颈，激发楼宇发展新潜力，成为
城市发展必须面对的“必答题”。

为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快车
道”，合肥依托C9联盟协同合作优势，组织蜀山区、
庐阳区及金融广场等重点楼宇参加 C9 联盟 City
Walk上海黄浦首站推介活动，考察外滩老大楼更新
改造，聚力高品质楼宇招商引资。

“我们通过打通楼宇招商与优质企业沟通壁
垒，聚焦发挥楼宇‘链主’效应，吸引优质企业上

‘楼’入‘户’，促进项目对接。”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以徽商国际大厦为例，该楼宇位于合肥市级
中心商业区，区位优势明显，集聚众多高端服务业
企业，一季度新增安徽汇昇达进出口有限公司入
驻。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市新招引入驻楼宇企
业2000余家，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8%。

与此同时，合肥还持续培育信息化、智能化楼
宇运营商，鼓励楼宇运营商全方位运营升维，发挥
楼宇运营专业化、多元化服务优势。如安徽本土楼
宇运营企业御联行投资运营的柘鑫科技园项目面
积约2万平方米，为入驻企业提供创业服务、品牌推
广、财务顾问、工商注册等一站式服务。

来源：合肥日报

5月7日，记者从江苏省统计局获悉
全省各设区市的地区生产总值情况。一
季度，江苏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1万亿
元，同比增长6.2%。13个设区市中，GDP
增速高于全省6.2%增速的有8个城市，分
别为无锡、徐州、苏州、南通、淮安、镇江、
泰州、宿迁。其中，苏州以7.9%的增速位
列全省第一。

从经济总量来看，苏州表现可圈可
点，GDP 达 5548.99 亿元，是全省唯一超
过5500亿元的城市，地区生产总值领先
省内其他城市。位列其后的，则是南京
4359.56亿元、无锡3584.27亿元。

从苏州市发布的解读来看，总量和
增速的“双领先”，离不开苏州一季度全
市生产需求的稳定好转和市场预期不断
改善，再叠加去年同期低基数效应，一季
度经济运行实现良好开局。

具体来说，一方面是工业生产实现
开门红，重点行业引领增长。一季度苏
州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0485.6 亿
元，同比增长 6.8%，其中 3 月当月产值
3998.1亿元，增长4.1%，连续6个月保持
稳健增长走势。另一方面对外贸易稳定
增长，贸易新业态活力进一步迸发。一
季度苏州实现进出口总额 5934.8 亿元，
同比增长9.6%，其中出口额3635.8亿元，
增 长 8.7% ；进 口 额 2299 亿 元 ，增 长
11.2%。

来源：扬子晚报

合肥楼宇经济拔节生长
苏州GDP增速
位列江苏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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