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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记者 屠瑜）春种一粒
粟，秋收万颗籽。昨天，2023年科

技成果转化大会暨上海金山区农民

丰收节新品种展示活动在高新区举

行。活动发布了水稻品种RGPI

（RiceGenomicPerformanceIndex）

指数以及中科荃银7个水稻新品

种，导航育种产品服务平台同时上

线，助力种业成果转化和推广，推进

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

RGPI指数指的是利用基因组学

技术对水稻品种进行基因型评估，分

析水稻品种中的优劣基因，从而对水

稻品种进行客观评价，为育种家选育

水稻新品种提供参考。据位于高新

区的上海中科荃银金山科研育种基

地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7个水稻新

品种都是通过基因组学技术选育出

来的。比如“沪科优泰香”是走高端

路线的优质香稻，“科优丝苗”和“科

优836”是偏稳产高产型的品种，突破

最大的是“嘉禾优175”，它是双国审

品种，单季晚粳和中籼迟熟均通过国

家审定，适宜长江中下游区域单季晚

粳和中籼种植。

他解释道，老一辈传统育种家

的育种，是用眼睛去看田间的表现，

现在是通过基因组学技术，结合田

间表现来选，所以可以一次性选出

7个新品种，只需3—5年，以前则需

5—8年，大大缩短了育种年限，提

高了育种效率。

活动现场，农业农村部杂交稻

新品种创制重点实验室上海生态观

测站、国家联盟表型组育种创新平

台以及上海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上海中科荃银分子育种技术有

限公司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基地进行

揭牌活动，推动产学研深入合作。

当天上午，与会人员参加田间

开放日活动，走在田间地头，见证水

稻的生长，感受丰收的喜悦。种业

是开端，丰收是结果，种业发展与农

民丰收在此交融。

现代种业是农业产业的核心和

“芯片”。近年来，金山区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种源农业、设施

农业，推动产业振兴。高新区始终

坚持“产城融合”理念，聚焦品牌农

业、数字农业、高科技农业，实现了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美的良

好局面。

7个“上海芯”水稻新品种发布
基因组学选育技术大大缩短育种年限

“把广大新闻工作者凝聚起来，

真正建设成为‘记者之家’”，2017

年1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

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

80周年，希望广大新闻工作者坚定

“四个自信”，保持人民情怀，记录伟

大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

音，唱响奋进凯歌，凝聚民族力量，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这为广大新闻工作者指明了

前进方向。过去6年，上海市新闻

工作者协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在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指导和

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下，团结引领

广大新闻工作者踔厉奋发，笃行不

怠，助力上海新闻事业高质量发展。

明天将召开上海市新闻工作者

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第一次会议。

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担任上

海市委书记期间，曾调研上海各大

媒体并与新闻工作者座谈，要求党

的新闻工作者必须牢记党和人民的

嘱托，综观全局、心系大众、勤勉敬

业、耳聪目明，扎实深入地做好新闻

报道工作。我们要牢记嘱托，始终

心怀国之大者、坚守媒体担当，以妙

笔著写道义文章、用镜头记录时代

芳华，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

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

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为上海建设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贡献媒体力量。

高扬思想之旗
夯实精神之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走多远，

思想的引领不可或缺。

上海新闻战线把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为首要任务，用鲜活生动作品

宣传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展现大国领袖心系百姓的

为民情怀。

党的二十大闭幕后，解放日报

推出24个版特刊《党的二十大精神

关键词解读》，邀请权威专家解读

阐释，帮助社会各界完整、准确、全

面领会二十大精神；今年6月，聚

焦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上海广播电视

台融媒体中心策划《涵养中华情怀

坚定文化自信》特别版面；围绕党的

十八大以来理论创新，文汇报推出

了“中国道路”理论特刊。

如何让深邃思想“飞入寻常百

姓家”？上海媒体凸显“国之大者”

与“民之关切”：上海广播电视台推

出专题节目《领航中国》，学者用翔

实案例阐释总书记治国理政金句；解

放日报《百姓话思想》、文汇报《大家

聊巨变》、新民晚报《百年大党——老

外讲故事》等融媒体产品，分别从普

通市民、专家学者、外籍人士角度出

发，通过身边案例，阐释总书记思想

在上海的生动实践，讲述党的十八

大以来上海发生的变化。

直到今天，解放日报90后记者

刘雪妍清楚记得两年前的“信仰之

路”寻访报道，“站在爆轰试验场，遥

想当年核试场景，体会‘两弹一星’

精神，更能感悟我们党走过的奋斗

路。”建党百年之际，解放日报近百

位记者分28路采访，产出文字50

万、视频近百个，全面展示百年大党

的精神谱系。

在重要时刻发出嘹亮声音，已

成上海新闻战线的行动自觉——

2018年，第一财经推出《激荡四

十年》《40年改革征程再思考》等报

道，回望改革开放40周年风云激荡，

揭示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时代意

义；2019年，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

中心推出《家国70载》，以一家几代

人为主线，以小见大描绘共和国70

周年历史画卷；2022年，党的二十大

开幕前，上海广播推出《非凡十年

从1到N》报道，聚焦这十年上海城

市发展、生活改善、人民幸福；今年，

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在主题教育工作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上海各媒体在

重要时段、重要版面充分报道。

“要在守正、贵在创新、重在实

践”，上海新闻界正以自身积极探

索，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在上海落地生根，凝聚起

更大干事创业力量。

紧扣中心工作
积极服务大局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首届进博会开幕式上宣布，交给上海

三项新的重大任务。这些年，围绕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上海的

使命任务，上海各新闻媒体胸怀大局，

用扎实报道强信心、暖人心、筑同心。

2020年10月，上海人民广播电

台长三角之声开播，作为全国首家

地方电台开设的区域性广播，为长

三角区域提供各类信息。2021年，

新民晚报成立长三角工作室并推出

长三角专版，与苏浙皖晚报联动报

道一体化新气象。

围绕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

制，解放日报聚焦筹备、开板、开市、

发展等阶段，用融媒体手段介绍其

深远意义；文汇报讲好科创板上市

企业故事，将科创板的“硬科技底

色”及推动产业金融形成良性循环

等内容，呈现在读者眼前。

“十周年是自贸区发展的里程

碑，她走过的每一步，都值得我们媒

体人好好记录。”上海广播电视台融

媒体中心记者陈慧莹介绍，今年是

上海自贸区十周年，融媒体中心将

播出专题片《十年：试验的价值》，讲

述上海服务国家战略和更高水平改

革开放的生动实践。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

心，是党中央交给上海的重大战略

使命。解放日报推出“科创策源力”

系列报道，探索如何突破裉节问题，

第一财经关注“上海城市数字化转

型现状调查”，着力关注科创赋能上

海精细化管理。

日行超过2万步，是许多采访进

博会记者的“标配”。“通过一手采访

素材，我们写出了鲜活又温暖的进

博故事。”文汇报记者唐玮婕介绍，

去年推出《进博5年启示录》系列报

道，总结历届盛会成果，展现中国对

外释放的开放、共赢、合作信号。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上海新

闻工作者逆行出征，在武汉记录下感

人故事；大上海保卫战期间，上海媒

体开展正面引导，回应市民关切，记

录下城市逐步走出疫情的难忘历程。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甚至AI都

能写诗的当下，媒体应该如何承担

起社会责任？上海新闻战线给出答

案：激浊扬清、解疑释惑，在众声喧

哗之中当好“定音鼓”——

复杂形势下，上海经济现状如

何、前景又如何？解放日报推出“上

海高质量发展四问”报道，以翔实案

例揭示上海经济稳中向好趋势，有

力提振市场主体信心。上观新闻

“上海一周”栏目紧扣市委中心工

作，阐释上海发展理念与工作思路。

对于群众深恶痛绝的网络谣言，

在市委网信办支持下，解放日报 ·上

观新闻开设上海辟谣平台，通过同

名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等释疑解

惑；看看新闻Knews开设“求证”栏

目，发现谣言即时通报即时核实；澎

湃新闻推出“澎湃明查”，在海外涉

我报道中辨析真假以正视听。

随着上海国际影响力上升，受

到愈来愈多的海外舆论关注。今年

5月28日，上海日报新西兰籍视频编

导安柏然登上国产大飞机C919，将

首航亲历分享给海外网友，获得良好

反响。与此同时，包括CNS、第六声、

魔都眼、IPSHANGHAI在内的上海

外宣平台持续发力，回击不实言论，

向世界展示立体、真实的上海。

深入践行“四力”
永葆人民情怀
离百姓足够近，报道才有影响

力；同人民在一起，新闻才有生命

力。近年来，上海广大新闻工作者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不断增强

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推出有

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一篇《植物人为何要亲自上门

办证？》报道曾引发社会关注，之后

不仅个案得到解决，还推动政策优

化，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这

篇报道来自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联

播节目《民生一网通》中的线索，上

海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宁介绍，“在

前期实地采访后，我们在《990早新

闻》中播发录音报道并配发评论，形

成合力解决市民急难愁盼”。

民之关切，我之责任。解放日

报民声版开设“人民建议”“解放监

督”“上观话题”等栏目，通过走访调

查，反映群众的建议和呼声；文汇报

在“蹲点调研记”中播发《三问“夜门

诊”：看哪些病？谁来看病？怎么看

病？》，对话有关部门，推动问题解

决；新民晚报用好《上海民声——人

民建议征集专刊》、“新民帮侬忙”等

平台，展现群众建言、政府纳谏的良

性互动。

“沉下去”的调查研究中，还体现

出上海媒体的宏大视角与家国情怀。

2022年底，澎湃新闻推出题为

《极值之下》的新闻作品，通过特稿、

摄影、纪录片、可视化互动等方式，将

“气候变化”与个人发展紧密相连。

澎湃新闻特别报道部总监黄芳说，团

队先后探访江西鄱阳湖、回访重庆山

林现场、直击上海长江口咸潮侵袭，

从目击者口中探究极端灾害与气候

变化关系，将专业话题变得可知可

感，实现接地气与有深度相统一。

第一财经杂志记者围绕区域发

展话题，深入湖南浏阳、宁夏贺兰、

安徽六安、湖南岳阳、重庆垫江、广

东揭阳等近10地采访调研，从产

业、消费、教育、医疗等角度，对中国

县城发展做出全景化解读。其中仅

《在城市中“流动”的儿童》一文背

后，就有20万字采访笔记，成稿引

发社会思考。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打

动读者的新闻来自于脚下的泥、眼

中的光，上海新闻队伍在践行“四

力”中得到淬炼。

坚持守正创新
加快融合发展

“秋秋说的是老百姓想说的

话”，这是粉丝给新民晚报记者晏秋

秋个人视频号的留言。作为一名从

业20多年的文字记者，如今却因为

在视频号上拉家常式的时事评点而

“出圈”。

文字记者“变身”为视频主播，

是上海新闻界守正创新的缩影。面

对传播手段日新月异，上海媒体按

照习近平总书记“加快传统媒体和

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要求，积极拥

抱全媒体时代——“移动优先”成为

共识、“用户意识”深入人心、“爆款

产品”屡屡刷屏，一个传播力、影响

力、公信力不断提升的主流媒体矩

阵在成长壮大，写下媒体融合发展

的上海答卷。

2020年11月，上海广播电视台

融媒体中心推出国内首位实时互动

虚拟新闻主播“申 雅”。今年元旦

起在东方卫视开设由其主播、国内

首档全虚拟全平台的新节目《早安

元宇宙》，借此深耕跨次元传播赛

道，与年轻观众建立深层链接。第

一财经2020年推出首个平台化产

品“一财号”，邀请汇聚中国经济界

大咖入驻，共同承担传递专业、理性

声音的责任。

去年初，上海报业集团推出“融

媒轻骑兵”项目，助力文字记者转型

为“提笔能写、对镜能讲、举机能拍”

的全能记者。50名“轻骑兵”首战

去年上海两会，数日发布短视频

426条，总浏览量8292万次。如今，

“融媒工作室”项目也正进行中，越

来越多融媒团队得到赋能，越来越

多小而美产品成为爆款。

与此同时，媒体融合转型也迎

来更多参与者。上海16个区组建

融媒体中心，关注区内大事、聚焦社

会民生、宣传城市温度。“成立区级

融媒体中心大大增强基层新闻工作

者的职业理想和身份认同，有力提

升基层新闻人的采编能力与工作热

情。”杨浦区融媒体中心主任王旭辉

相信，这支队伍会成为上海新闻战

线的重要力量。

上海市区两级媒体的融媒转

型，打通了媒体融合、基层宣传、服

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各区融媒

体中心发挥“媒体+政务+服务+商

务”功能定位，不断提升服务民生的

能级。市区两级协力、网上网下“同

心”，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成为新

闻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市委书

记陈吉宁同志寄语上海广大新闻工

作者，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守人民情

怀，坚持守正创新、认真践行“四

力”，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

新，以更多好报道、好作品展现上海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的新作为、在

创造高品质生活上的新成效、在实

现高效能治理上的新图景。展望未

来，上海广大新闻工作者满怀光荣

与梦想、肩负使命与责任，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意气风发矢志前行，绝不辜负伟

大时代、不辜负人民期待。

心怀国之大者 坚守媒体担当
——写在上海市记协第八届会员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之际

洪俊杰 任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