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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家住南丹东路的白领张俊蕾今
年 !"岁，酷爱逛街，被同事称为“扫
货达人”。原本她是徐家汇商圈的常
客，每周要去好几次。近几年，她爱
上了网购，#$%以上的消费都来自
网店，去商场的次数越来越少，即使
去，也只试穿，不下单。
和张俊蕾一样，许多消费者的

购物习惯已经改变。网络购物高速
发展，传统百货的市场空间被日益
压缩。记者走访徐家汇商圈，发现一
些细微改变悄然发生，老牌商圈正
努力把张俊蕾们重新拉回来。

老面孔“日子难过”
徐家汇是上海较早开发成形的

市级商圈，一度引领了沪上购物、休
闲、娱乐潮流，但在行业竞争和电子
商务的双重夹击下，发展已显疲态。
“逛来逛去都是老样子，没啥新意，
也看不到多少个性化品牌，设施有
点陈旧。一到节庆，环境杂乱。”张俊

蕾感叹说。
徐家汇商圈中，传统百货业态

占多数。采访中，多名百货公司负责
人直言“日子不好过”，转型迫在眉
睫。徐汇区商务委员会主任戚振国
介绍，商圈正经历一次由表及里的
“变脸”。

变整洁%交通、灯光、广告、店牌
等统一规划、布局；部分区域腾笼换
鸟，西亚宾馆正在改造，有望建成
$&级商务楼；商圈内部分楼宇将“牵
手”，建步行连廊，打通商业脉络。

变精致%提升品牌档次。去年，
港汇更名为港汇恒隆，引进国际高
端品牌，今年 '())*、+)+、,*++-

).//等品牌陆续入驻，打破徐家
汇商圈缺失一线品牌的局面。

变个性% 美罗城打造微型国际
街区，以日系品牌为主的“五番街”，
约六成以上的品牌首次进入中国市
场，吸引了众多年轻消费者；今后还
将打造欧洲风情街，融和多种行为

艺术、歌舞表演，让消费者感受新品
牌魅力。

徐家汇打出文化牌
面对即将到来的“双十一”电商

促销大战，港汇恒隆广场的负责人
陈婉雯显得很淡定。“越来越多消
费者更看重购物体验、服务品质，而
不是单纯拼价格。”她认为，实体商
业的魅力是网络购物不能替代的。
“人需要交流，虚拟购物满足不了真
实的交往需求。实体商业必须突出
线下独有的服务功能，增加交往性，
比如在餐饮、电影院等设施上下功
夫夫，或者在货品上给消费者更多
现场体验感。”
陈婉雯说，港汇引进国际高端

品牌，不是凭空想象，也不一味求
大。“大量市场调研显示，消费者希
望在徐家汇看到顶级品牌。港汇应
该满足这种需求。”今年商业形势严
峻，港汇却实现了稳步增长，新引进

的品牌热销。
“在提升购物体验上，努力探索

商业和文化融合的新模式。”戚振国
介绍，徐家汇商圈以往特色是各大
百货错位竞争，而现在强调“错态”，
即发展不同业态。“今后，这里不再
是商圈的概念，而是集购物、旅游、
餐饮、商务、文化、娱乐等功能为一
体的城市多维空间。”他透露，徐家
汇商圈与台湾著名戏剧导演赖声川
合作，计划明年初在美罗城建造一个
能容纳约 012人的剧场，明年 32月有
望对外营业。“徐家汇的历史文化资
源丰富，要打好‘文化牌’。将来，到
徐家汇看舞台剧，将成为新时尚。”

筹备网络百货商城
“如果传统商业不跟着消费者

的习惯改变，不利用互联网，只会变
得越来越 456（落伍），最终被淘汰。”
在徐家汇商城集团副总经理郭志鹏
看来，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把徐家

汇商圈内多年积累的品牌效应最大
程度向外辐射。
去年“双十一”经过一番网海

“厮杀”，张俊蕾淘到了不少心仪商
品，但购物体验并不美好：折扣不真
实，快递变慢递，质量参差不齐。这
让郭志鹏看到了徐家汇商圈“上网”
的切入点———既能发挥网络便利，
又能体现实体商业的服务品质。
“徐家汇网络商城”正在紧锣密

鼓地筹备中，依托多家实体百货强
大的供应链资源，打造线上线下一
体化的高端网络百货商城。一期将
有 322多个品牌、"222多种商品上
线，今后力争覆盖整个商圈。线上将
和线下“同品同价，同步发售”，并与
最注重服务的物流公司合作，保证
配送品质。“徐家汇商圈将会变得越
来越有智慧，消费者今后只要带一
部智能手机，就能浏览、购买商圈内
所有商品。”郭志鹏说。

本报记者 叶薇

老牌商圈徐家汇发展日显疲态，为抢客源跳出“圈”外谋发展

进商场看舞台剧 上网逛“百货公司”

! ! ! !昨天，在南京西路和陕西北路
路口，一个刻有“陕西北路文化休
闲街”字样的浮雕窨井盖引起了过
路行人的关注。这个大窨井盖就是
一幅地图，上面用中英文和建筑造

型标注了陕西北路上 !南京西路"

新闸路段#的 37个文化休闲场所，
浮雕式的设计让整张地图显得有
文化气息。
本报记者 聂铣锋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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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潘高峰）坚持
把钱用在学生培养和人才队伍建
设上，坚持把钱用在教育体制机制
创新上，这将是上海未来教育经费
使用的导向。记者从今天上午市政
协年末视察“教育经费落实情况”
专题中了解到，"23! 到 "23$ 年，
本市将投入 #2亿元用于推动教育
重点改革和发展项目。

据市教委负责人透露，公共财
政教育支出占本市地方公共财政
支出的比例逐年增长，"232 年为
3"87%，"233年提高到 3!90%，今年
将达到 3$%，预计投入总量将达到

:22亿元，是本市财政教育投入力
度最大的一年。其中用于高等教育
约 3::亿元，约占 "$%，用于基础
教育约 7:7亿元，约占 ;0%，其他
投入约 $3亿元，约占 :%。

在不断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时，
本市还将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经费
支出结构的调整，使教育经费投入
方式与教育制度的创新相适应———
部门预算资金将由专项投入为主转
向经常性投入为主，市级专项投入
将由条线分散投入转向以学校为单
位整体投入为主，由硬件投入为主
转向逐步增加人员经费支付比例为

主。教育管理部门对财政教育专项
资金的使用效果也将进行绩效评
估，逐步建立资金使用的评价和跟
踪问效机制，并推动绩效评价结果
向公众公开，提高财政拨款的科学
性、公平性和使用效益。
为了提高学校依法自主使用办

学经费的能力，教管部门还将把财
政投入和绩效考核衔接起来，建立
绩效评价基础上的教育公共财政拨
款体制，同时引入财政和审计部门
专业监督、第三方监督和学校日常
监督相结合的监管体系，重大专项
资金的使用将向全社会公开。

申城将投!"亿推动教改
政协委员年末视察问民生

建跟踪问效机制 重大专项资金使用向社会公开

! ! !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 实习生 张
雪琪）记者获悉，上
海在医改推进过程
中，出台了一系列相
关惠民措施，努力缓
解群众“看病难、看
病贵”的问题。

据市卫生局介
绍，本市加强医院
门急诊力量配备，增
加专家门诊次数，全
市各大医院已基本
落实副高以上专家
每周至少 " 个半天
专家门诊，并开设午
间连续门诊、夜间专
家门诊等。全市全部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和绝大部分二、三级
医院均开设了周六
门诊，部分还开设了
周日全天门诊。全市
!7 家三级医院向公

众提供免费预约服务，每月专家门
诊预约量达 !0万人次。
去年本市还开通了卫生、医保

联合投诉电话（!!#:;322），一口受
理和解决市民涉及看病就医的投
诉。市卫生局也坦承，当前本市医改
主要面临市民对成效感受不明显，
部分社区医院配药困难，老年护理
服务与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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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今
天上午举行的市政协委员年末视
察活动中透露，今年本市市售肉品
的合格率达 ##!。据市食品安全委
员会办公室介绍，今年上海已开展
了 37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立案
处罚食品案件 :$"3起，罚没金额
7!!;万元，抓获犯罪嫌疑人 3#;

人，继续保持食品安全监管的高压
态势。3到 #月份，本市食品风险监
测平均合格率 #7%。

把关“瘦肉精”
上海五丰上食食品有限公司

是本市第一家大型现代化肉类加
工企业，能满足三分之一的上海
猪肉市场需求。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向市政协委员介绍，该局
将定点屠宰场列入食品安全高风
险单位进行监管，对每家屠宰场
每月至少监督检查 "次，对屠宰外
埠生猪的屠宰场每月至少监督检
查 7次。

为确保地产生猪及其产品质
量安全，加强对地产生猪“瘦肉精”
的监管措施，本市实施“突击性”的
“飞检”和“日常检测”相结合的措
施。来自市农委的统计显示，"233
年全年市、区县共对 $2:0个（场、

户次）生猪规模化养殖场、私人散
养户进行了“瘦肉精”等违禁药品
飞检，共抽检样品 3;;3"份，经现
场检测均未发现问题。

杜绝注水肉
本市还加强生猪屠宰场的防

疫监管和屠宰检疫，各区县动物
卫生监督所依法向全市 3; 个生
猪定点屠宰场派出检疫员，对检
出的病害生猪和不能食用猪产
品，监督屠宰场实施无害化处理。
去年本市生猪屠宰场共屠宰生猪
!##20;#头，检出处理病害生猪
!含运输和在屠宰场死亡的生猪"

:#0 头，检疫处理斥品 #:$!0"9!

公斤。
对私屠滥宰等违法行为，市

商务委等部门加强屠宰加工环节
的监管，完善肉品质量追溯体系，
严格执行生猪进场查验制度和出
厂票证制度，实现了从生猪养殖、
屠宰、加工、肉品流通到消费环节
的全过程综合监管链；完善肉品
质量检验体系，严格按照《生猪屠
宰产品品质检验规程》进行检验，
坚决杜绝白条肉、注水肉、病害肉
上市销售。
本报记者 江跃中 实习生 张雪琪

市售肉品合格率 !!!

今年已开展14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食品医改

教育

! ! ! !本报讯 （记者 姚丽萍）今
年，本市已经完成国内首例碳交
易。记者今天从 "23"年外滩金融
论坛获悉，本市正加快完善碳排放
权交易试点方案。

"233年 32月，国家发改委明
确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广东、湖
北、深圳七个省市开展区域碳排放
权交易试点。上海、北京、天津是全
国最早设立环境能源交易机构的
地区，已有现成的交易平台，今后
可能成为全国性的交易平台。依照
国家发改委提出的分阶段实施路
线，"23!年启动试点交易，"23$年
基本形成碳交易市场雏形，“十三
五”期间在全国全面开展交易。
目前，本市已经做好了试点前

的一系列准备工作。本市推进碳排
放权交易的主要目标是：建立政府
指导下市场化的碳排放交易机制，
促进碳排放强度的持续下降，推动
碳减排目标的实现；优化资源配

置，引导企业实现低成本的主动减
排，形成内在节能降碳的激励机
制；促进本市发展碳交易市场和相
关服务产业，抢占国家碳交易要素
市场的主导地位。
今年 ;月，上海环境能源交易

所与零碳中心———零碳信用置换
平台合作完成一例碳交易。零碳中
心购买了龙源（北京）碳资产管理
技术有限公司位于黑龙江的风电
项目 "222吨碳排放量，用于零碳
信用置换平台的碳储备。这是我国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
办法》颁布后完成的首例碳交易。
今后，碳交易市场的交易方式、排
放权取得，以及排放配额，都有待
法律规范。业内有观点认为，碳排
放量实行现货交易，企业无偿从政
府取得排放配额，依据企业过去若
干年里的平均排放数据作为碳排
放配额基准数据，将是碳交易市场
形成初期的主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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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已完成国内首例碳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