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今天上午，“温暖送三岛”慈善活动在崇明举行。作为第二十三届“蓝天下的至爱”活动之一，“温暖送三岛”活动已连续举办!"年。
图为!光明快车"公益复明活动中#崇明居民接受眼病筛查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李一能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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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舞台艺术精品创作重点选题 %$部作品上午公布

! ! ! !本报讯 （记者 杨玉红）信息
时代，移动互联网创新应用层出不
穷，生态系统中的佼佼者有哪些？昨
日，#$!%第二届移动应用（&''）创
新大会暨第二届年度移动应用之星
“移领奖”颁奖在沪举行，新民邻声
&''荣获“#$(%年度最具影响力社
区新媒体平台”。

伴随着上海市智慧城市体验
周系列主题活动的启动，“第二届
移动应用（&''）创新大会”也于昨
日在沪举行，围绕数据的商业价
值、移动开发服务生态、&''应用、
营销等板块展开讨论，透过电子商
务、教育、医疗、金融、企业服务及
泛娱乐产业等诸多应用领域，与行

业精英共话过去一年间移动互联
网应用热门话题，助推移动应用产
业生态系统进一步发展，预判下一
个产业周期以及伴随其到来的产
业热点。

作为移动应用创新大会的核
心活动———移动应用之星“移领
奖”，旨在表彰和鼓励移动应用领

域年度最受用户欢迎、最具创新性
以及最具潜力的企业及 &''，进而
促进应用生态系统有序发展。“移
领奖”为评委打分制，经第三方机
构、产业联盟、行业协会、媒体等多
家机构组成的评委会的评审最终
甄选出。
“移领奖”于 #$)"年起设立并

成功举办第一届，今日头条、天翼
云等热门 &''登榜。今年，新民邻
声、爱奇艺、易到、前程无忧、车轮
查违章等获得年底最具影响力应
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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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感人中国故事给全世界观众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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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海航天人转战全国完成多项重大航天任务

神舟展翼入天宫 长征冲天测风云

! ! ! !全国老干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
表彰会召开'习近平作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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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应用创新大会颁奖业界佼佼者
新民邻声 ())获"!&#$年度最具影响力社区新媒体平台#

本报金融城周刊
盘点年度财经热事

! ! !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朱光）今
天上午在“上海市舞台艺术精品创
作———优秀保留作品复排计划研讨
会”上，不仅公布了纳入复排计划的
保留剧目名单，还对全年舞台艺术
精品创作工程进行了总结，并依此
推出 +$!%年上海市舞台艺术精品
创作重点选题 ,%部。据承办方上海
剧本创作中心艺术总监罗怀臻介
绍，入选精品的标准是按照言简意
赅的三句话：“把古代故事讲给现代
人听，把革命故事讲给年轻人听，把
中国故事讲给全世界听。”

会上，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
书记、驻会副主席季国平高度肯定
了“上海在文艺精品创作机制上的
探索与创建。”放眼全国，上海率先
设立并充分发挥“上海剧本创作中
心”的作用。该中心针对全市文艺精
品创作，致力于剧本孵化研发、遴选
主创团队、提供创作咨询、开展研讨
论证，有计划地组织推进舞台艺术
重点项目创作。“上海市舞台艺术精
品创作大会”以四个季度分成四大
主题举办。年初举行的首个会议是
聚焦重大题材的“精品创作会议”，

随后举行“现实题材作品研讨会”，
接着推出“青年创作会议”，此次为
第四次———“优秀保留作品复排计
划研讨会。”纵向看来，,%部重点选
题分别辐射到这四大方面；横向看
来，又具体涵盖 -个类别。其中，反
映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的选题有交
响乐《起点》等 ,部；表现重大革命
历史题材的选题有沪剧《匿名者》等
.部；表现重大现实题材的有话剧
《起飞在即》等 /部；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有昆剧《春江花月夜》等
-部；重述中华创世神话的选题有

舞剧《山海经》等 +部；关注青少年
的有儿童剧《大顺子吼歌》等 ,部；
表现上海地域文化的有话剧《汇贤
坊》等 %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的选题有芭蕾舞剧《家》等 ,部。
在 ,%部作品中，不仅有著名剧

作家刘和平与上海京剧院携手推进
的京剧《北平无战事》这样的重大革
命历史题材，也邀请香港编剧潘惠
森为上海写滑稽戏《七十二国房
客》。前者非刘和平莫属，而后者则
从题材出发找编剧。潘惠森在话剧
《亲爱的胡雪岩》中展露的喜剧天

赋，使专家也对他能创作好滑稽戏
有了较高的预期。此次复排计划研
讨会上，分为戏曲、评弹；话剧、滑稽
戏、皮影戏；音乐、舞蹈三组。每个组
的副组长都是近年来新崛起的青年
文艺评论家：来自北京的《剧本》杂
志副主编武丹丹，上海艺术研究所
研究员、博士后杨子和常驻北京的
中国文艺报记者郑荣建。拥有深厚
文化积淀的年轻学者，正代表了“现
代人”、“年轻人”的评判眼光以及面
向世界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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