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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96年前发生的南昌起义，就不会忘
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八一建军节。

前两天，上海召开“崇敬大会”，致敬“最
可爱的人”，激发社会各界对人民子弟兵、退
役军人和优抚对象的崇敬情怀。
记得先烈的功绩，是崇敬。在浦东新区

祝桥镇的志愿军文献馆内，89岁的抗美援朝老
兵朱俊贤时常以讲解员的身份，向观众讲述志
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故事。
朱俊贤曾是志愿军23军69师207团通

讯连的一名卫生员，曾在一片枪林弹雨中救
回战友。2013年，早就从松江区法院退休的
朱俊贤，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家筹建上海志愿
军文献馆，捐款1.5万元，还不顾年迈，往返
于浦东新区、松江两地，主动担任文献馆的
义务讲解员、管理员。到如今，他已先后9次
返回朝鲜，寻找整理战友的遗物。有不少志
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朱俊贤从朝鲜友谊塔
下带回来一些泥土，就当是带他们回家了。
在朱俊贤看来，“志愿军是一种精神，应

该被记住；这些名字，也不应该被忘记。”他
希望志愿军文献馆的件件馆藏，能让更多的

人们记得革命先烈、英雄模范。
在淮海战役中痛失许多战友的老八路

潘宗道，在参观淮海战役纪念馆时，喊出了
内心深处对烈士们的思念与敬仰：“你们为
党、为了中国的今天，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
生命。我们不会忘记你们，我们忘不了你
们。只要我们记得你们，你们就永远活着！”
记得烈属的期盼，是崇敬。7月27日，松

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在松江区烈士陵园举办
“寻亲 寻根 寻梦”——松江区纪念抗美援朝
胜利70周年专题展暨“为烈士寻亲”成果展。

松江烈士陵园长眠着80位抗美援朝烈
士，还有其他各个时期的烈士。烈士牺牲
时，年龄大多在二三十岁，大部分都没有留
下照片或者画像。陵园了解到，烈士家属都
有个愿望：在他们亲人的墓碑上，补上照片
或画像。

2020年6月，松江烈士陵园成立专门的
志愿服务项目，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艺术设
计学院达成合作意向，由艺术设计学院的大
学生们发挥专业特长，通过实地走访、聆听
口述、临摹老照片、电脑模拟合成等多种方

式，还原烈士形象，至今已有6位烈士有了
画像，5位烈士的画像正在完成中。为了告
慰英灵，松江烈士陵园启动“为烈士寻亲”项
目，4年间成功找到20位抗美援朝烈士的家
人，通过珍藏的遗物与口述故事，串联出英
烈们背后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记得子弟兵的需求，是崇敬。上海市拥

军优属基金会针对部队备战练兵中的实际
困难，采取区域合作、军民共建，对口服务、
专项支持等方式，协调联系各类企业和社会
机构，安排支持部队项目经费8276.02万元，
为部队修建军事训练场地设施、提供军事体
能训练器械、改善生活文化条件。每年还举
办“军功章的荣耀”——立功受奖官兵看上
海、军人子女夏令营等活动。
部队改善基层文化与生活设施，修缮游

泳池和幼儿园，改造道路和球场，建设文化长
廊和活动中心等，基金会都伸出了援手。关
爱军人后代，每年举办军人子女夏令营活动、
双拥艺术团赴部队基层单位慰问演出，组织
官兵集体婚礼，支持军地青年搭建鹊桥……
一件件拥军实事，表达了上海人民对子弟兵

的深情厚谊。
记得退役军人的付出，是崇敬。前不久，

“上海绿华创业园”揭牌仪式暨市军创会“三
区联动、三创融合”主题论坛举行，全市首家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基地——上海绿华创
业园在崇明揭牌成立。近年来，上海积极出
台政策，大力支持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帮助更
多的退役军人实现创业梦想。作为上海市退
役军人创业孵化市级示范基地，上海高新产
业融创服务战略联盟会员已达到170多家，
会员人数达万余人。
面对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困难人

员，市拥军优属基金会通过“退役军人关爱帮
扶专项基金”“街镇拥军优属专项基金”，进行
救助帮困；组织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开
展免费乘船游览浦江看上海活动。
记得，就是崇敬。崇敬先烈，崇敬英雄模

范，崇敬人民子弟兵，崇敬退役军人，崇敬优
抚对象，值得。
崇敬，宛如一道明媚的阳光，照耀温暖着

大家的心田；崇敬，是一面高扬的旗帜，引领
我们走向美好的未来。

江跃中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在昨天晚上举

行的“领航强军向复兴——上海市庆祝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96周年慰问演出暨最美退

役军人发布仪式”上，2023年度上海“最美退

役军人”评选揭晓发布，18位个人和2个集

体榜上有名，他们分别是：丁红健、王奇、王正

昕、牛正友、文贤、艾进新、朱俊贤、孙超、杨海

亮、张文丹（女）、陆科肖、周丽（女）、郑军华、

敖长生、夏新平、黄超、程凌华、廖志勇，上海

航天实业有限公司上海航天保安特卫队、杨

浦区“众鑫有话·老兵跟党走”志愿讲师团。

根据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和上海警备区政治工作局联合

开展的2023年度上海“最美退役军人”学习

宣传活动安排，经广泛发动、层层推荐、严格

评审，产生了这20位（个）2023年度上海“最

美退役军人”（集体）。他们干一行，钻一行，

在各自的平凡岗位上闯出一片新天地。他们

爱岗敬业，立足本职做好每一件事，履行好每

一项职责，成为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标杆

榜样，也是广大退役军人退伍不褪色、退役不

褪志的缩影。

上海“最美退役军人”揭晓
18位个人和2个集体榜上有名

黄浦区是上海的“心脏、窗口和名片”，

经济密度领先、区位优势突出、现代产业发

达、高端要素集聚、创新氛围浓厚。

2022年，黄浦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023.05亿元，首次突破三千亿元大关，位居

全市第二、中心城区第一；经济密度达

147.32亿元/平方公里，稳居全市首位；现有

6家国家级金融要素市场和721家持牌金融

机构，金融市场交易总额约占全市70%。

今年以来，黄浦区做细做实提信心、扩

需求、增动能、优环境各项工作，全力打造上

海中心城区功能新高峰、品质新标杆。今

天，“高质量发展在申城”新闻发布活动来到

黄浦区。

创新活力加速释放
据黄浦区区委书记杲云介绍，深化“新

片区+黄浦区”模式创新，今年黄浦区发布了

中心城区唯一国家级进口示范区——淮海

新天地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建设实施方

案，开展内外贸一体化方向国家级服务业标

准化试点，培育新型商品进口模式。目前，示

范区有高品质商务楼宇32幢，企业3500余

家，2022年进口总额约461亿元，占黄浦区进

口总额近47%；方案提出20项重点任务，力

争到2027年年度进口贸易总额达到千亿规

模，进口贸易密度达700亿元/平方公里。

抢跑绿色低碳新赛道，打造一大会址 ·

新天地近零碳排放实践区，黄浦区发布全市

首个区级碳普惠平台，作为全市唯一行政区

参展首届上海碳博会。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老凤祥股份在全国

第二轮“双百行动”改革专项评估中被评为

标杆企业。

发布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发展的政策意

见，高品质科创载体“数智心城 ·无界创新”

产业园揭牌开园，“中国数据复制第一股”英

方软件登陆上交所科创板。

优质企业近悦远来
今年，黄浦区推出“宜商黄浦 ·益企同

行”优化营商环境四大专项行动，在外滩

“最美玻璃穹顶”下建成区政务服务中心新

址，探索“一码续办”“一键呼应”“一桌联

办”“一网互传”服务新模式。推动长三角

政务通办互认，开通首批21个高频服务事

项云端跨省通办。

坚持将招商引资作为培育发展后劲的

“关键一招”，上半年引进内资212.86亿元；

实际使用外资12.8亿美元，与2021年同期

相比增长95.7%；完成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155.91亿元，总量居中心城区第一；新增

跨国地区总部3家，总量达69家；年税收亿

元楼宇达到70幢以上。

市场消费强劲复苏
黄浦区发挥文脉深厚、地标荟萃、市场

繁荣、服务优质的优势，着力提升消费能级、

引领消费潮流。加快南京路、淮海路、豫园

三大商圈改造，百联ZX创趣场、丝芙兰未来

概念店等揭幕亮相，新天地时尚Ⅱ焕新升

级，世纪广场改造更新项目抓紧冲刺，力争

国庆前精彩亮相。举办第四届“五五购物

节”黄浦系列活动，上半年完成商品销售

4892.95亿元，同比增长10.6%，完成社零

799.31亿元，同比增长28.1%。“演艺大世界”

焕新出发，推出首个文旅融合重大项目“公

园里的莎士比亚”，举办2023上海国际音乐

剧节、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上半年完

成国内申报演出21943场。

民生品质稳步提升
今年，黄浦区用好“宝兴十法”助推“两

旧”改造，首个零星旧里征收项目蓬莱路北

侧地块高比例生效，首个旧住房成套改造项

目保屯路211弄，创造居民参与度、征询至

签约生效时间、签约完成速度、全部搬离速

度四项全市第一。

黄浦区积极破解加梯难题，全区已完成

加梯232台，完成率达36.4%，居全市第一。

建成5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22家“老字号

长者食堂”，启用全市首家家庭照护床位服

务中心。大兴调查研究，对全区近16万户

居民家庭开展全覆盖联系走访，推动三会制

度往社区深入、往楼宇延伸、往云端拓展。

加快“10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建成“苏河

之眸”零距离家园服务综合体等一批标志性

服务阵地。新建绿地1.0621万平方米、立体

绿化0.661万平方米，董家渡滨江花桥项目

实现东西贯通，“一江一河”公共空间品质持

续提升。

过去五年，黄浦区聚焦老城厢、北京路、

建国东路等重点区域，实施57个成片旧改

项目，涉及土地159公顷（占全区陆域面积

8%），受益居民超过7.8万户。这些宝贵空

间将成为黄浦区新一轮发展的关键载体。

黄浦区将高标准规划、高质量打造外滩“第

二立面”、大新天地、金陵路等重点功能区，

积极吸引推动一批能级高、声誉佳、效益好、

带动性强的企业落户，持续优化产业体系、

提升城区经济密度。

本报记者 姚丽萍

黄浦区全力打造上海中心城区功能新高峰、品质新标杆——

释放创新活力 提升民生品质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昨
日，“红色文化进国企”系列活

动——“上海国资国企红色基

因展暨上海地产集团与上海城

市更新专题展”启动仪式在秦

皇岛路游船码头举行，展出的

“上海国资国企红色基因展”包

括“工人阶级先锋队”“党领导

下的工人运动”等栏目近百张

珍贵图片。

本次展览地点位于初心启

航红色教育基地——秦皇岛路

游船码头，即日起面向公众免

费开放。这些珍贵图片将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工商行业

的红色历史、上海国企的红色

基因传承融为一体，讲述了上

海工人阶级伟大的奋斗历程、

上海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和红

色基因。“上海地产集团与上海

城市更新专题展”重点展示了

上海地产集团在综合区域整体

焕新、人居环境品质提升、公共

空间设施优化、历史风貌魅力

重塑、产业园区提质增效、商业

商务活力再造等城市更新方面

的“六大行动”，全力推进城市

更新高质量发展。

“红色文化进国企”系列活动由市国资委党

委联合市委党史研究室、新民晚报社等共同主

办，自2019年7月启动以来，先后走进上海13

家大型国企，举办超过420场次线上线下参观

活动，吸引超过25万名企业干部职工、市民群

众参与；开展的“上海国资系统红色基因挖掘

传播与开发”项目，根据不同国企的特点和历

史，形成与国资国企发展密切相关、与企业发

展高度融合的展览内容，合力打造新的红色文

化宣传空间和模式，拓展了主题教育形式，进

一步激发了广大国资国企干部职工奋进新时

代的精神力量。

另悉，本次“红色文化进国企”活动由上海

地产集团承办。2020年7月，上海地产集团挂

牌“上海市城市更新中心”，截至2022年7月，该

中心累计启动75幅地块改造，受益居民约5.3

万户，占全市旧区改造计划约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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