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遭遇疫情，但今年以来台商

台企在大陆的投资不减反增。数据显
示，今年1月至6月台湾方面核准对大

陆投（增）资金额31.7亿美元，同比增
加52.49%。其中，6月份赴大陆投资金

额4.97亿美元，同比大增186%，而上
海作为台商云集之地，更是台企在

大陆投资的重点区域。

日前，记者采访了多位来沪多
年的台商，他们述说各自选择上海

的理由。

广达集团 黄健堂

实现逆势上扬
广达集团中国制造总部董事长

黄健堂在上海耕耘20年，带领着近8

万名员工在上海松江打造起了广达
集团在中国大陆最大规模的生产基

地。虽然随着自动化生产的普及，广
达员工的数量已经不到巅峰时的一

半，但这一以生产笔记本电脑和云

端服务器闻名的企业，依旧是上海

制造业版图中一颗闪亮的明珠，公
司2019年总产值约为1250亿元。

黄健堂说，2月10日，广达公司
正式复工。复工的第一天，相关部门

来到工厂调研，倾听公司的诉求，并

对于复工复产、疫情防控中遇到的
一些困难给予关注和解决，在企业

最艰难最迷茫的时刻雪中送炭。
“如今抗击疫情的形势依旧严

峻，两地更需要抱团取暖、共克时
艰。”黄健堂告诉记者，受到疫情影

响，2020年广达公司虽在2月和3月
份出货量有所下降，但由于“宅经

济”的需求，公司后续订单量有所上

升，2020年上半年实际产值已达到

610亿元，同比增长3.3%，2020年度
总产值预估可以超越2019年，实现

逆势上扬。

竞衡集团 张简珍

借势顺风发展
竞衡集团董事长张简珍，在去

年接任上海市台协会长后，就成为

了在沪台商的掌门人、台企与政府
间的纽带以及两岸民间交流的推

动者。
张简珍2002年和丈夫来到上海

经商，刚刚到上海时，台企还不算太

多，她算是先行者，很多家乡的亲朋

都不理解她的选择。但如今，上海共

有1.4万家台资企业，包含了金融、
大健康、文化、文创、科技、科创、智

能制造等等，两岸的经贸往来越发
繁荣。即便在两岸关系遇冷和疫情

的双重打击下，整个1到7月，台湾对
大陆贸易还是大幅度增长，两岸一

体的趋势已经无可撼动。

疫情刚刚缓解，今年的“双城论
坛”也在两岸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

远程举行。在张简珍看来，中国大陆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对台商而言最

大的一个机遇就在眼前，长三角一体
化进程的加速，让台商也搭上了借势

发展的顺风车，让他们更有信心面对

疫情与行业转型升级带来的压力。

旺旺集团 赵宏利

同胞血浓于水
在旺旺集团中国旺基金会总经

理赵宏利的眼中，旺旺公司如今能

在全球开枝散叶，与当年积极开拓
中国大陆市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自从 1992年落户上海，除了食
品产业外，在上海的产业还包括酒

店、商办大楼等。

过去几个月来，旺旺集团紧急
调拨各省市旺旺工厂里的食品、牛

奶等物资，就近捐赠给各地的抗疫
第一线。截至目前，旺旺集团在全国

累计捐赠物资金额逾 5500万元人

民币。“两岸地缘相近、人缘相亲、血
脉相连、文缘相承，语言相通，本是

一家人，理应亲来亲往相互扶持。”
赵宏利坚信。

本报记者 李一能

    未来五年，上海将变

成什么模样？你对上海的
城市发展有什么金点子？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编制
起草的关键之年。上海鼓

励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
界以各种方式为“十四五”

规划建言献策，切实把社

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
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

“十四五”规划编制中来。
每个人都能做“十四五”规

划的“智囊团”成员。

多渠道分类咨询
市发展改革委围绕

“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的

战略性、基础性和关键性
问题，发布 48 项研究需

求，共有 266家各类高校、
智库、研究院所等单位参

与申报，经遴选共 53个课

题团队开展研究。
上海社科院、市政府

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
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市发展改
革研究院等 7家单位，开

展了“十四五”规划系列重
大问题的研究。规划部门邀请在经

济社会发展各领域较有影响力的
专家组成市“十四五”规划专家咨

询委员会，对规划的研究编制提供
全方位的咨询支持，目前正在筹划

推进相关工作。
市人大代表集中联系社区，在

促进就业、积极应对人口深度老龄
化、深化教育领域改革、提升医疗

卫生水平、改善市民居住条件和居

住环境、推进新农村建设、加

强城市交通管理、改善生态环
境、满足市民公共文化需求等

九大民生领域问题，听取各方
意见建议，组织开展了近千场

座谈、视察、走访等活动，共收
集涉及“十四五”规划编制的

意见建议 800多条。市政协在

汇集委员意见建议基础上，目
前已形成在人口发展、产业优

化、乡村振兴、生态环境等领
域的多项调研成果。

未来五年听你说
为了更好地集中民智，坚

持问计于民，市发展改革委在

门户网站开设“畅想上海未来

五年·听你说”征求意见平台，
在市信访办“上海人民建议征

集”平台和市发展改革委新媒
体公众号设立“十四五”建言

专区，通过“上海发布”微信矩
阵及时发布各类公众互动活

动信息，收到大量涉及交通、
城建、民生等领域留言。

“十四五”规划涉及社会
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通过开

展网上意见征求，就是为了给
人民群众出真招、献良策提供

一个平台。

目前，各区发布的“十四五”建
言平台各类意见建议已有上万条。

接下来，“美好生活愿景调查”问卷
调查将发布。市信访办也将在近期

举办“市民大家谈”，组织长期关心
城市发展的热心市民，围绕“十四

五”发展开展座谈和讨论，倾听民

意、汇聚民智。
本报记者 叶薇

    本报讯 （记者 杨欢）产业投

资基金，是精准服务实体经济、加快
提升产业能级的重要支撑。近日，临

港新片区举办 2020年重点基金项
目集中签约仪式，签约投资基金类

项目共 16个，资金规模超过 842亿
元。这些项目，立足“卡脖子”和新兴

产业关键技术环节的创新发展，有

助于实现“招投联动”效应，促进优
质资本、项目、技术和人才加速向临

港新片区集聚。
落地的基金中，既有投向重点

产业领域的专项投资基金，也有支持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基建投资基金。

现场，5个新片区管委会参与出资的

基金与 12家企业签署投资协议。

“我们的投向和临港新片区的
规划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上海临

港科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吴
巍告诉记者。吴巍表示，目前，该公

司已在新片区内引进人工智能领域

内的头部企业、半导体领域内的国
家 EDA重点项目等数十家优质企

业，希望未来能在新片区形成产业
集聚，带动国内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此外，中国商飞上飞公司与上
飞飞机装备签署订单协议，追加

200架 ARJ21中后机身订单，助力

上飞飞机装备可持续发展。
记者了解到，临港新片区揭牌

以来，新片区管委会迅速出台金融

发展扶持政策，加快集聚优质金融资
源，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截至目前，已

落地和签约的基金项目共计 35个，
预计资金规模将达到 2396亿元。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

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朱芝松

表示，下一步，临港新片区将继续扎
实推进《总体方案》各项改革试点任

务落地见效，打造高端金融资源配
置高地，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瞄准国家战略需要的“卡
脖子”关键领域，加快一批产业基金

项目落地。

首个团组织成立地“百年百物”精品展“?上+?下”启动

百年渔阳里今日依旧少年

实现“后疫情时代”逆势反弹
台商台企在大陆投资不减反增，在沪台商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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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片区16个基金项目集中签约
资金规模超 842亿元，“招投联动”加快集聚优质金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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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金

山区廊下万亩
粮 田 举 行 了

“上海第一镰”
收割仪式，随

着收割机的田
间穿梭，今年

上海地区最早

的新大米“八
月香”即将上

市，上海市民 8

月份有望吃到

新大米。

本报记者 陶磊
通讯员 戈晓莉

摄影报道

    1920年 8月 22日，李汉俊、陈

望道、沈玄庐、袁振英、叶天底、俞秀
松、施存统、金家凤，这 8名平均年

龄 24岁的年轻人，在上海渔阳里发
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早期团组

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
少年要和少年中国一起，有更加光

明的未来！”100年后的今天，在位

于渔阳里的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
内，上海师范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

学的同学们用“微团剧”的形式“复
刻”了当年那群同龄人的奋斗场景，

慷慨如昨，眼中有光。
今天上午，团市委、市委宣传部

和黄浦团区委在此举行“渔阳里：跨

越百年的初心传承”主题活动暨上
海百万青少年红色大寻访启动仪

式。与此同时，一场纪念渔阳里跨越
百年“百年百物”精品展也以“线

上+线下”的形式启动。
泛黄的封面上印着法语“LA

JEUNESSE”（青年）和“艰苦力行之

成功者”、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的头
像……展柜中，1915年，陈独秀在

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
号尤为珍贵。自第二卷起，《青年杂

志》就更名为《新青年》，推动着时代
思潮的前进。1939年，印有抗日将

领谢晋元签名的抗战时期同学纪念

册；1947 年，在“五二〇”运动中唱
出了同学们团结抗暴决心的《锄头

歌》歌词页；1949年，上海学联迎接
上海解放告同学书；上世纪 50年

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徽和
入团志愿书；上世纪 80年代，南市

区新长征突击手积极分子证……团

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馆长洪颖哲介
绍，本次展览共募集了 148件展品，

其中 25件珍贵展品将从今天起至
9月底在渔阳里进行线下展示，其

余则全部在线上展示。通过“团中央
机关旧址纪念馆”微信公众号登录

线上展览，可依次进入“赤子之心”

“反帝先锋”“反抗黑暗”“救国浪潮”
“走向黎明”“光辉历程”“激情岁月”

“十年曲折”“再创辉煌”等九个主题
展示区。

洪颖哲告诉记者，展览筹备之

初遇到了史料不足、展品种类单一、
缺少展品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在上

海市收藏协会红色收藏专委会的支
持下，展品日益丰富。听闻征集展品

的消息，俞敏、沈逸炯等上海社会主
义青年团发起人的家属也提供了大

力支持，捧出了家中珍藏，其中包括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上海社会

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的照片、明

信片、李先念为俞秀松的题词，以及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人之一叶

天底的画作《蟹篓》等。
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百年

渔阳里今后还将以更加青春的方式
展示在广大青少年面前。八旬高龄

的连环画家程国英创作的水墨连环

画《画说新渔阳里 6号》今天首发，
由上海市检察院、上海外国语大学、

黄浦区机关团工委等五家团组织共
同组建的渔阳里红色青年志愿者服

务队也于今日正式成立。
本报记者 陆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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