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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记者 姜丽钧 通讯员 黄威娜

80年前的5月28日，5万军民在
苏州公共体育场集会， 悼念在淞沪
抗战中阵亡的将士， 时任中华书局
编辑所长的舒新城用摄影机记录下
了大会的实况。 这段珍贵影像今日
将在宝山淞沪抗战纪念馆首次公开
播映。

上海音像资料馆规划部主任汪
珉透露，“一·二八” 淞沪抗战打了33
天，日军增兵至8万多人；而第十九路
军和义勇队、第五军，最多时阵容不
过4万人。战争打响之后，立刻形成了
全民支持第十九路军抗日热潮。

这段珍贵影像时长1分钟多，记
录了1932年5月28日， 第十九路军、
第五军以及苏州各民众团体， 联合
在苏州公共体育场举办淞沪抗战阵

亡将士追悼大会。 5万余人到场参
加，包括何香凝、李济深、蒋光鼐、蔡
廷锴、戴戟、张治中、陈铭枢等仁人
志士。 曾编纂《辞海》的舒新城时任
中华书局编辑所长， 用摄影机拍摄
了现场场景， 直到最近被上海音像
资料馆寻访到。

从影像中可以看到，追悼会场坐
落在城内公共体育场，主席台上高悬
“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 白布
横额，两旁悬有挽联：上联是“生作干
城，死为雄鬼”；下联是“英灵不泯，浩
气长存”。 五卅公园中央搭起高高的
祭台。会上，李济深宣读祭文，而后与
会者献花圈。 大会还发表了《告全国
民众书》、《告我军官兵书》。

民革上海市委透露，今天正是这
段影像拍摄80周年之际，宝山淞沪抗
战纪念馆将进行首次公开播映。

“淞沪抗战”追悼大会录像
今天将首次公映

早报记者 韩晓蓉

上海人口增速明显，什么时候会
下降？昨天，在由复旦大学主办的“上
海论坛”上，华东师大中国现代城市
研究中心主任宁越敏发布了一份针
对上海的城市化和郊区化的调查，显
示过去10年上海增长了600万人口，
未来可能增长500万人， 但是10年以
后，上海的人口增长态势会放缓。

过去10年增加600万人
昨天，在“亚洲城市发展面临的

挑战和城市治理：城市生活和城市管
理”分论坛上，宁越敏介绍，1979年到
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的比重快速上
升，这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

以中国最大的四个城市为例，最
近10年，北京和上海的常住人口平均
每年增加60万，而广州和天津年均增
长速度是20万。 对上海来说，过去10
年里，常住人口增加了600万。

对上海来说， 从1982年开始到
2010年30年间， 人口总量增长了一
倍。 1982年常住人口是1186万，其中

外来人口占1%，2010年时外来人口
达到900万，比重达到了39%。这个上
升比例也是和上海户籍人口老龄化
相适应的，在20岁至44岁这个主要劳
动力阶段里，外来人口的数量远远超
过户籍人口的数量，只是在45岁以上
的年龄段里， 本地人口才占主要部
分，特别是在65岁以上人口。 在年轻
的人口里面，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的
差距也是非常小的。 可以说这是上
海在人口结构变化当中的两个特点。

这些外来人口来上海做什么？
他们主要是为就业而来。在2000

年的时候，外来人口到上海从事经济
活动的要占到70%，2010年是占到
78.3%。

伴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上海
人口可能还会有快速增长，可能达到
2800万甚至3000万。 但是10年以后，
上海的人口增长态势可能放缓。

提供足够岗位很重要
为应对人口的高速增长，上海规

划部门提倡在郊区建设新城来分散
这人口的压力，这个政策目前已经取

得了一定成效，中心城区虽然人口密
度依然最高，但是在郊区的嘉定和松
江新城，形成了人口的两个次高峰。

另外一方面， 对中心城区来说，
人口又向郊区迁移，上海人口负增长
的地区除了中心区还有崇明岛，人口
在不断向大陆迁移。上海有两条人口
转移“分界线”，一个是上海的行政界
线，线外的人要进来，再一个就是上
海外环线，线内的人要迁移出去。

从空间的角度来说，人口密度变
化最大的就是郊区。目前在上海郊区
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乡镇，外来人口的
比重已经超过了40%， 甚至超过了
60%。这是和上海制造业与三产并进
的发展模式相关的结果。制造业在郊
区，服务业主要在中心城区，但是服
务业同样是有现代服务业和劳动密
集型之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
就业人口主要也是外来人口。

报告指出，过去10年上海增长了
600万人口，未来10年还可能增加500
万。 如果不能继续提供大量就业机
会， 那么就会导致无业人员集聚，这
会导致还没引起重视的后果出现。

10年内上海预计增加500万人
华师大专家在上海论坛发布城市化调查报告 10年后上海人口增长有望放缓

早报记者 韩晓蓉

复旦大学主办的“上海论坛”昨天
进入分论坛讨论，在“低碳转型与亚洲
能源供需体系变革”分论坛上，上海市
发改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处处长倪
前龙，批评部分“先富一族”的生活习
惯导致了上海能源压力增大。

在谈及上海的能源现状和未
来的能源应对战略时， 倪前龙表
示，上海在“十一五”期间万元GDP
能耗下降了20%，完成了国家的指
标， 相当于节约了2860万吨能源。
宝钢的单位吨钢能耗都处于世界
先进水平。

倪前龙坦言， 上海节能有几个

大问题。 一方面，工业里面的重化工
占净60%， 这在全世界的大城市都
很少见；另一方面，节能设备、产品
和技术等等跟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
是有差距， 不能提供有利的支撑和
保障。

倪前龙说， 污染环境有很多强
制性的惩罚措施，但目前节能还没
有形成全社会共识。 而且在目前的
经济形势下，推进节能往往受到经
济发展压力的影响。 国家给上海的
指标是比较高的，“‘十二五’ 期间
单位GDP能耗下降18%， 碳要减少
19%。 ”另外，除了重化工能耗还在
保持很大的比例以外，上海在提高
生活水平方面的能源消费比重也

越来越高。
倪前龙表示，现在有些不好的生

活方式趋向，“比如有钱人开始用地
暖了，洗完衣服还要烘干，以前在阳
台上晾干就可以了，这个对于我们的
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都形成了压力。 ”

倪前龙介绍，上海能源的总体目
标：到2015年，力争实现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碳排放强度和能耗强度明显
下降，继续保持全国领先；主要耗能
产品单耗和主要用能领域能源利用
效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1/3的高耗
能产品单耗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初步
形成低碳消费和生活模式。到2020年
上海将基本实现传统化石能源消费
总量的零增长。

上海市发改委官员批评奢侈生活方式

“用地暖、烘衣服都在增加碳排放”

玛莎拉蒂小区内被砸窗窃包
早报记者 周宽玮

5月26日下午1点左右，汤先生驾
驶着价值300万元的玛莎拉蒂轿跑车
到长风二村小区办理租房手续，1小
时后居然看到自己停在物业办公室
门前的爱车车窗被砸碎，放有证件及
万元现金的名牌包被盗。

昨天，早报记者赶到位于杏山路
的汤先生亲戚家，在封闭式的院落里
看到这辆紫红色玛莎拉蒂。左后车窗
已经被砸得粉碎。 汤先生的亲戚说，
由于担心爱车再次遭殃，汤先生只好
将车停放在亲戚家里。

汤先生赶到后向记者介绍，当天
下午1点他驾车赶到长风二村， 办理
租房手续，并将车停在小区物业办公
室门口。 当时，汤先生随手把放有身
份证、 银行卡的名牌包塞在后座底
下，“包里有1万多元现金”。 约1小时
后，邻居跑来说，汤先生爱车的玻璃
被砸。汤先生急忙下楼后看到车玻璃
碎裂，钱包等不翼而飞。

昨天，小区物业阎经理对记者表
示， 小区只在大门口安装有摄像头。
汤先生的车被砸后，物业已和业委会
协商， 打算在小区主干道安装摄像
头。 目前，警方已立案调查。

早报记者 周宽玮 杨洁

昨天凌晨4时左右， 上海松江区
车墩镇南门村一家沿街的面食加工
店发生血案，店铺老板被发现倒在门
前血泊中，警方赶到确认已死亡。 在
距离店铺约30米远的桥边，沾满血迹
的鞋印一直“延伸”到店门前。 目前，
案件具体情况正在调查。

昨天， 车墩镇南门村421号的蓝
色卷帘大门已关闭，从门前一直到约
30米远的一座石桥边被警戒线圈起。
记者在石桥边看到，一个个血脚印沿
着街面向事发门店延伸。村民根据血
脚印推测，遇害的店主可能是在桥上
遇刺后挣扎着向门店奔去，最终因流
血过多倒地身亡。

“当时一个过路人跑到我店门

口， 说旁边店里有男人躺在地上，手
捂着肚子，身下全是血，让我报警。 ”
421号附近一家馒头店的女店员表
示，当时大概是凌晨4时，馒头店已经
开门做生意， 听到过路男子的呼救
后，她走到事发门店一看，发现拉到
一半的卷帘门下一名男子躺在血泊
中，没了动静，于是立即报警。 随后，
警方和救护车赶到现场，确认该男子
已经死亡。

据周边的商户反映，死者是一名
四川籍约50岁的男子，一年前租用了
这家店面加工面食，他的妻子在附近
还开了一家相同的店铺。根据这些商
户的说法， 凌晨4时应该是他平时开
工的时间。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死者身上有
锐器伤，排除自杀可能。

面食店老板凌晨门前遇刺

事 发
后 ， 从小店
门前一直到
约30米外一
座石桥边都
被警戒线围
起。

调查显示，过去10年，上海增长了600万常住人口，未来还可能增加500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