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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版）“3”就是针对“两旧一

村”的三种类型，因地制宜、分类施

策，探索更可持续的更新模式，要

坚持系统性谋划、整体性推进，为

老百姓算好综合账、长远账，尤其

是品质提升账，完善相关配套政

策，找到推动城市更新和群众接受

意愿最佳政策平衡点。“2”就是强

化两大保障，一方面是强化资金保

障，发挥好城市更新中心的平台作

用，强化跨周期、跨区域、跨类别

“三跨”平衡，鼓励有实力的国企、

民企、外企参与，努力解决资金瓶

颈难题；另一方面是强化群众工作

保障，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

积极引导群众转变观念、形成合理

预期，争取群众支持，把好事办好、

实事办实。

“建设公园城市不是简单地在

城市中建公园，而是要把城市变

成一座大公园，努力实现公园与

城市空间的无界融合。”龚正说，

这两年，全市公园数量已从2020

年的406座增加到去年的670座，

目标是在本轮民心工程中每年新

增各类公园120座，到2025年全

市公园数量增加到1000座以上，

从长远来看，到2035年力争建成

公园2000座。

公园城市建设的另一项主要

举措是提高质量，重点是加快建设

“一江一河一带”高品质绿色生态

空间，其中“一江一河”要加快建设

世博文化公园，2021年底北区已建

成开园，明年南区完成建设，全面

开园。“一带”就是建设由“一大环+

五小环”组成的环城生态公园带，

“一大环”是指在外环绿带及周边

区域的“环上”“环内”和“环外”建

大型公园和生态林，同时外环绿道

未来三年要建成超过100公里，实

现全线基本贯通，“五小环”是指围

绕五个新城规划建设5个环新城森

林生态公园带。此外还要优化存

量，主要是推进公园拆墙透绿，推

动机关、企事业单位附属绿地对外

开放，实现公园绿地与周边街区、

社区、商区等无界融合，让公园和

绿地更好地为民所享。

关于稳就业工作，龚正说，今

年以来，上海落细落实援企稳岗、

职业技能培训、重点群体就业帮扶

等措施，全市就业形势总体平稳。

“我们也看到，就业中的一些

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特别是高校

毕业生就业压力依然较大。今年

本市高校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达

到23.6万。”龚正表示，要再接再厉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注重远近结

合，着力化解结构性矛盾。从当前

看，将强化“不断线”就业服务，精

准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精准提供就

业创业帮扶，精准做好困难群体兜

底保障。从长远看，根本上是靠经

济发展，通过增强经济内生动力激

发就业创业活力，着力拓宽市场

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同时，聚焦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支持鼓励高校

优化专业设置、学科布局，持续提

升人才培养的适应性。

昨天下午，第二届全球媒体创

新论坛（CMGForum）之“全球变局

下的媒体责任”分论坛在位于上海

国际传媒港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

家重点实验室隆重举行。中外媒体

人、新闻传播领域专家学者和融媒

跨界人士深入探讨中国媒体如何在

全球变局中履行媒体责任、实现融

合创新，进一步提升中国主流舆论

的世界影响力和引导力。

本场分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总台上海

总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

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承办。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邢

博、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亚洲-

太平洋广播联盟秘书长艾哈迈德 ·

纳迪姆在线上线下发表致辞。中共

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龚心瀚、人民

日报原副总编辑米博华、云南省委

原副书记丹增等来自新闻宣传战线

的老领导、老同志出席论坛。

米博华，中国新闻社总编辑张

明新，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

主任、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屠

海鸣以及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

究所所长胡正荣等四位嘉宾聚焦论

坛主题分别作了主旨演讲。

论坛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

长张涛甫主持发布了《全球主流媒

体网络传播力研究报告（2023）》。

这份由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

究院组织完成的研究报告，针对全

球主流媒体在推特和脸书平台的传

播数据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影

响力评估，系统阐述了当今全球主

流媒体的网络传播力，全面梳理了

当下国际网络传播格局与信息流动

模式，为我国媒体进一步提升在国

际网络平台上的传播效能提供支持

作用。

今年是媒体融合作为国家战略

整体推进的第十年。在第一场圆桌

对话环节中，嘉宾们结合主流媒体

融合创新的经验成果，围绕“范式探

索与创新：融媒改革的未来进路”，

频频给出金句。

在国际传播方面，中国记协原

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人民日报高

级编辑顾勇华指出，好的题材在手，

要学会如何去用。

“避免‘爹味十足’。”人民日报

上海分社原副社长李泓冰指出，要

与年轻受众增加共情。

面对多元媒体生态和自媒体竞

争，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副

总编辑谢奕认为，与其迎合与争流

量，不如踏实做好深度，做好数据积

累与人才培养。

澎湃新闻总裁、总编辑刘永钢

则用三个“不”来回应——“不能太

清高”“不能回避”“不能忘本”，求真

务实和专业水准依然至关重要。

在第一财经副总编辑张志清看

来，专业媒体要提高议题设置的能

力，而不是被带节奏，要在专业领域

深耕，而不是只求流量。

在第二场主题为“新技术革命、

跨界媒体人与社会责任”的圆桌对

话中，新浪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微博董事长曹国伟，光线传媒董

事长王长田，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田明等结合个人

跨界经历展开交流。

本报记者 王佳烨

坐在古树环绕的庭院之中，

品一杯“状元咖啡”，尝一块状元

糕点，在时光穿梭之间，感受枫泾

古镇传承千年的“状元文化”。今

天上午，深藏于古巷的蔡以台读

书楼经过修缮再现芳华，变身“一

尺花园”咖啡馆正式对外开放。

蔡以台读书楼始建于清代，

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是乾

隆年间状元蔡以台的故居，蔡以

台正是在此奋发读书，金榜题

名。如今，这栋建筑位于金山区

枫泾镇盛家弄4号，项目占地1632

平方米，构造、墙体均为原构。因

在民国年间曾被加固过一次，现在

的落地门窗、清水砖、白缝相嵌使

老宅又多了些西洋风格。

走进这座老宅住屋，原本用

来会客的堂屋，如今成为了解蔡

以台生平的展厅，这里收藏了他

人生中至关重要的物品：“金榜题

名”状元匾原件以及《状元卷》复

制品。 本报记者 屠瑜
实习生 陈佳琳

新疆的核桃、云南的咖啡、内蒙

古的新鲜牛羊肉……这两天，到上

海展览中心走走逛逛的“吃货”们大

呼过瘾。7月20日至23日，第六届

上海市对口地区特色商品展销会在

上海展览中心举行，集中展示展销

和推介兄弟省区市特色商品，搭建

在沪销售网络平台。

举办对口地区特色商品展销

会，是2018年以来上海市对口帮扶

及对口合作工作的重要活动之一。

此次展销会由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

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

在近2万平方米展览面积里，聚集

了560多家参展企业。主办方介

绍，本届展销会参会地区比往届更

多，分线下、线上和分区展示展销3

个部分，设置8个展区，助力兄弟省

区市特色产品走进上海大市场。

开展消费帮扶不仅丰富了上海

市民的餐桌，还让对口地区农户的

“钱袋子”鼓起来了。土特产背后是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能为乡亲们带

来源源不断的“金效益”。上海不满

足于办一场展销会，为推动消费帮

扶工作开展，积极发挥“前方一群

人，后方一座城”的资源优势。继

2019年首轮“百县百品”上线以来，4

年内上海各对口地区会同各区和前

方工作机构所推荐的产品，已经从

2019年初次评选的96个产品，增长

到2022年推荐入列的九大类762个

产品。2022年，实现年度销售中西

部农产品132.5亿元。

在市政府合作交流办的牵头

下，在各区合作交流办的支持和配

合下，已促成20家百县百品直营

店、20家百县百品生活馆和174家

百县百品专店专柜布局，推动百县

百品的入列商品和各色生鲜农特产

品进入市场销售，畅通全市消费帮

扶产品销售渠道，使更多对口帮扶

地区的优质农特产品直通上海千家

万户。同时积极发动电商平台，拼

多多、盒马鲜生等电商渠道分别设

立上海消费帮扶专区，将对口地区

特色产品持续推广到上海消费者手

中。 本报记者 鲁哲

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分论坛上中外媒体人现场交流——

面对全球变局 勇担媒体责任

除了举办商品展销会，上海全方位帮扶对口地区

让土特产带来“金效益”
古读书楼里品“状元咖啡”
枫泾古镇让文物建筑“活”起来

■ 游客在蔡以台读书楼里了解状元文化 采访对象供图

本报讯（记者 杨硕）科创板今

天迎来开市四周年。上海证券交易

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也在昨天宣

布推出上证科创板100指数（简称
“科创   指数”），从科创50指数样

本以外选取市值中等且流动性较好

的100只证券作为样本，以反映科

创板中等市值证券的整体表现。

此次推出的科创100指数将与

科创50指数共同构成上证科创板

规模指数系列，反映科创板市场不

同市值规模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

现。科创100指数特征鲜明，与定

位反映科创板大市值证券表现的科

创50指数形成差异化，进一步丰富

了科创板规模指数体系。

四年来，科创板引导资本投向

科技创新领域的效应不断凸显。四

年来，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从首批

25家增加到目前的546家，同时在

审企业133家，首发融资金额8582

亿元，占同期A股IPO融资总额的

42%，再融资金额近1355亿元，合计

募资近万亿元，总市值已经从最初

的不足万亿元提升到近7万亿元。

行业方面，科创板上市企业主

要分布集中于高新技术产业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成电路领域

上市101家，占同类A股公司的半

壁江山，涵盖上游设计、中游代工、

下游封装测试以及设备、材料等全

产业链，聚集了代工龙头中芯国

际、硅片龙头沪硅产业、国产CPU

龙头龙芯中科等多家骨干企业。

生物医药领域上市111家，成为美

国、中国香港之外全球主要上市

地。光伏、动力电池等新能源领

域，碳纤维、超导材料等新材料领

域，以及工业机器人、轨道交通设

备等高端装备领域，也集聚了一批

特色企业。在科技部组织的56项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36

家科创板公司参与了其中22项，

覆盖基础科研、关键仪器、前沿材

料等多个关键领域。

上交所再推科创100指数

科创板今迎开市四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