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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1030场演出，观众50.9万
人次，平均上座率89%，总收入超过
2.6亿元……昨天，上海大剧院公布
2024 年度报告，演出场次、观众人
数、赋能消费均创历史新高。“2025
年上海大剧院继续以演出为中心
环节，加强文旅商体展融合策划，
为提升城市软实力，开创国际文化
大都市建设新局面贡献力量。”上海
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表示，“2025年
春，西岸大剧院将启动开幕季演出，
上海大剧院业务矩阵再添新成员。”

“‘隆裕皇后’做的咖啡味道不
一样。”接过国家一级演员王皓做
的咖啡，观众笑逐颜开。1月10日
至12日，话剧《德龄与慈禧》第三度
在上海大剧院上演。国家一级演

员王皓、王雅迪来到大剧院A+艺术
空间的咖啡沙龙当起“一日店长”，
冲制手作咖啡。

2024 年上海大剧院再次挖掘
剧院空间，针对黄陂北路临街水景
内部重新布局，新增的1998艺廊餐
厅、抓马咖啡馆5月起营业，年收入
超过150万元。全新餐饮业态结合
原A+艺术空间的咖啡沙龙、一日店
长、300FUN 市集、大咖特饮、幕休
餐饮等，有力增加观众停留时长。
相关负责人介绍，“不少慕名而来
的游客，没有买到热门演出票，也
愿意在餐厅吃一顿饭，感受上海地
标剧场氛围。”

从“中国首演”到“唯一一站”，
众多稀缺性项目登陆上海大剧院，

赋予剧院领跑全国演艺市场的底
气。2024 年 8 月最新评估报告显
示，上海大剧院品牌价值区间为
3.13 亿元—3.27 亿元，较 2017 年增
长逾3倍。

以“优质原创内容创制平台”
为定位的上海大剧院创制中心，
2024年再度发力，创制作品首度在
外部剧院驻演。上海大剧院还将

“上海原创”推向大江南北，剧院创
制音乐剧《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文
版赴南京、合肥等地，去年 11 月迎
来百场纪念演出。今年2月28日至
3月2日，舞剧《白蛇》2.0版将焕新
归来，全新升级音乐、舞美、服化，
深度融合故事、角色、舞段，并计划
首度赴海外演出。来源：解放日报

文旅商体展融合策划赋能消费
去年50.9万人次走进上海大剧院

1 月 12 日，记者从合肥市文物
保护中心获悉，合肥市第四次全国
文物普查工作进展顺利，各县（市）
区圆满完成对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1875处不可移动文物的复查，三普
复查率 100%。其中新发现不可移
动文物84处，包括古遗址、古墓葬、
古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
建筑等类别。

合肥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
作于去年 5 月开始实地调查阶段，
其中对三普数据的复查是四普工作

的重要一环。
为推进文物调查工作，合肥市

各县（市）区集结专业力量，抽调技
术骨干，组建多支专业普查队伍。

针对合肥市区文物建筑数量
较多的情况，合肥市文物普查队
加强对建筑类文保单位的保护。
达到省保以上建筑类文物的实景
三维数字化全覆盖，不仅采集文
物的基础信息，还进一步延伸到
文物建筑的保护和防灾减灾方
面，探索预防性保护的可能性，

助力文物活化利用。
文物调查过程中，普查队同步

进行文物保护宣传，在向各街道、企
业、群众了解属地文物新情况的同
时，普及文物知识和文物保护法规，
增强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

此次普查是对合肥不可移动文
物资源的一次全面梳理和提升。普
查队员在完成普查任务的基础上，
着力提高文物数据质量，实现合肥
文物资源数据电子化。

来源：合肥日报

合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84处

新华社南京1月12日电 记者
从江苏省自然资源厅、江苏省农业
农村厅获悉，江苏村庄规划编制工
作已全部完成。截至目前，全省已
高质量完成1.1万个有规划发展村
庄的行政村村庄规划编制，其余村
庄依据“通则式”规定进行管理，
注重因地制宜、分类推进，避免村
庄规划内容“大而全”“一刀切”。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江苏深

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提
升乡村地区规划管理水平，以“高
水平编制、全覆盖管理”为目标，
以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重点，分层
分类加快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在
编制过程中，江苏紧密围绕乡村
发展实际，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分层分类编制村庄规划，不搞

“一刀切”、简单化。同时，创新
规划编制方式方法，采取巡回指

导、提级审查等举措，着力提升
规划编制水平，为今后的有序建
设打下良好基础。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
规划局局长花盛表示，目前，江
苏全省已基本实现村域“一本规
划、一张蓝图”，初步做到“把每
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乡
村合理发展用地需求已实现“应
保尽保”。“我们还初步建立了村
庄规划弹性管控、动态优化、体
检评估等长效管理机制，帮助基
层把美好规划蓝图加快转化为现
实图景。”

江苏完成超万个村庄规划编制

1月 12日，市民在展览现场
参观。

当日，“魔都新春娱乐指南
——第十九届海上年俗风情展”在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开幕。展览以新
春娱乐为主题，回忆和挖掘上海人
过年的风俗、潮流和事件，展现新
春上海文旅深度融合的丰富内容。

新华社 发

年俗风情展
回顾城市新春记忆

作为科技创新的激励和保
障，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尤其
是以技术创新性著称的高价值发
明专利拥有量，是衡量地区科技
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指
标。日前，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
（知识产权局）获悉，截至目前，全
省高价值发明专利总量已经超过
14.8万件，首次进入全国前四，超
过上海，仅次于广东、北京和江
苏。这也意味着我省在知识产权
创新创造上又迈进了一步。

虽仅是一个位次的提升，却
来之不易。与知识产权保护、转化
运用相比，创造一直是浙江知识产
权链条上稍显薄弱的一环。以往
在诸如案件查办量等保护指标上，
浙江已连续多年保持第一，但在高
价值发明专利总量排名上，我省
曾长期在全国第五止步不前。

“能进入全国前四，一方面是
近年来我省企业的创新意识和能
力在持续提升，另一方面得益于
政府部门的大力引导和推动。”省
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发展处负责
人说。

据悉，在全国工商联发布的
“2024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
和“2024 民营企业发明专利 500
家”两张榜单中，浙江分别有 87
家和 100 家企业上榜，上榜企业
数量均居全国第一；2024年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入围的 25
家企业中，浙江首次入围两家企
业，占中国全部入围企业的一
半。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我省民营
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的跃
升。而为了进一步引导企业发挥
科技创新主体作用，浙江聚焦知
识产权创新创造补短板、扬优势，
开展知识产权兴企行动——横向
构建“产学研服”一体化协同体
系，强化资源整合、优势聚合，比
如让知识产权专业服务机构指导
企业在研发过程中运用专利导航
手段，帮助企业找准创新方向，优
化创新路径，完善专利布局策略，
从源头上提高专利质量；纵向完
善省市县梯次培育体系，聚焦战
略新兴产业和区域特色优势产
业，精准实施高价值专利培育项
目，推进知识产权强链增效。同
时，6 个省级部门联合建立专利
申请质量提升机制，全省组织开
展“百场万企”知识产权系列培
训，帮助企业提高知识产权管理
水平。截至目前，已培育国家级
知识产权示范优势企业848家。

来源：浙江在线

浙江高价值发明专利
总量进入全国前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