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年1月3日/星期三 本版编辑/刘珍华 本版视觉/竹建英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上海新闻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

正昨天下午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

本市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负

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对2024年

《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和

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围绕产业创新需求，强化基

础和前沿研究，提升科技创新策源

能力”“以协同创新融合发展加快

打造新质生产力，支撑产业高端

引领发展”“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不

断提高保障性租赁房项目适配性

和出租率”“将‘一企一策’的有益

探索转化为普惠型长效制度，持续

优化上海营商环境”“集聚民企总

部，激活城市发展新引擎”“优化重

点产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为

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民革市

委主委徐毅松、民盟市委主委陈

群、民建市委主委解冬、民进市委

主委黄震、致公党市委主委邵志

清、九三学社市委主委钱锋、台盟

市委主委刘艳、市工商联主席寿

子琪、农工党市委专职副主委姚

捷、市知联会会长俞飚分别发言，

结合各自工作及调查研究提出意

见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龚正

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及无党派人士长期以来在

上海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对政

府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

谢。他说，大家对《报告》读得很仔

细，准备得很充分，提出的意见不

仅有助于修改《报告》，而且对市政

府加强自身建设、改进和提高工作

水平也有很大帮助，我们会认真研

究、充分吸收。

龚正说，过去一年，我们按照

市委部署，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

进，着力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推

动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回升

向好态势持续巩固。做好新一年

的工作，需要凝聚各方面的智慧和

力量，离不开大家的大力支持和帮

助。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协商民主

程序，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

党派人士参政议政创造良好环

境。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加强与大

家的联系，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建

议，不断提高政府科学决策、民主

决策、依法行政的水平。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通出

席座谈会。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

正昨天主持召开街镇基层干部

代表座谈会，就2024年《政府工

作报告》（征求意见稿）以及政府

工作，听取街镇基层代表的意见

建议。

“加快推动湿垃圾资源化利

用”“增加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更多关注老旧高层住宅电梯和消

防设施老化问题”“加大对多元主

体参与社区治理的顶层设计”“进

一步为居委会减负增能”“建立完

善社区工作者激励关爱制度体

系”……座谈会上，浦东新区张江

镇党委书记王庆、宝山区淞南镇党

委书记张惠彬、虹口区曲阳街道党

工委书记徐普宝、长宁区新华路街

道党工委书记郝鹏、闵行区莘庄镇

康城社区党委专职副书记张军萍、

黄浦区五里桥街道龙华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张丞俊、奉贤区青村镇新

张村党总支书记陶军贤、普陀区长

征镇象源丽都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倪晓倩结合《政府工作报告》（征求

意见稿）和基层实际先后发言，对

修改完善《政府工作报告》和改进

政府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龚正

仔细聆听，认真记录，与基层干部

互动交流，并进行回应，要求认真

研究吸纳，对《报告》修改完善，并

在政府下一步工作中加以采纳。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

去年的工作成绩来之不易，这其中

凝结着广大基层干部的心血和汗

水。”龚正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与

会代表和全市基层干部致以诚挚

慰问和衷心感谢。同时希望大家

鼓足干劲、再接再厉，扎实推动市

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

效；希望大家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强化使命担当，创造性开展工作，

探索更多基层治理的新举措、好办

法，为上海不断提高城市治理现代

化水平作出更大贡献。

龚正说，基层是城市治理的第

一线，要推动更多资源向基层倾

斜，夯实上海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

的稳固底盘，重点是在减负、增能、

聚力这三个方面下更大功夫。要

把为居村减负的“一办法两清单”

等政策细化好、落实好，让基层能

够腾出更多精力为群众办实事。

要增强街镇职能，为居村增能，不

断提升为民服务能力水平。要加

强社区自治共治平台建设，提升

“社区云”应用效能，了解群众所

需、所盼，解决好涉及群众切身利

益的问题，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满

意度。

副市长华源出席。

本报讯（记者 金志刚）昨天，

中国东航新接收的第四架C919大

型客机（飞机编号为B-919E）执行

调机航班，上午9时44分从上海浦

东机场起飞，10时02分顺利抵达

上海虹桥机场。

据悉，该架C919客机于2024

年元旦前夕在中国商飞完成有关

交付手续，正式加入东航机队。

2024年，中国东航还将按计划从中

国商飞接收更多C919飞机。

2023年5月28日，中国东航全

球首架C919商业首航成功。2023

年5月29日起，C919开始执行“上

海虹桥-成都天府”航线。2023年9

月28日，东航签约增订100架C919

飞机，成为全球最大C919用户，常

态化、规模化商业运营稳步推进。

从商业首飞至2023年12月31日，

东航C919机队已累计执行商业航

班655班，承运旅客近8.2万人次。

东航第四架C   客机入列

不断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水平
龚正主持座谈会听取党外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等的意见建议

探索更多基层治理新举措好办法
龚正主持街镇基层干部代表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

本报讯（记者 解敏）今天上

午，普陀区2024年重点项目集中开

工仪式在真如副中心A03-01地块

举行（见图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据悉，普陀区2024年重大项目

共计63个，总投资约1588亿元。本

次集中开工（启动）18项，涉及总投

资约357亿元，涵盖市政道路、公共

绿地、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商业办

公、保障住房、居住建筑、产业发展

等领域。

其中，真如副中心A03-01地块

学校新建工程规划为十二年一贯制

学校（72班）。一期工程南至规划

静宁路，北至规划公共绿地，东至上

海市救助站，西至真华南路下穿地

道。地块用地面积29952平方米，

建筑面积69620平方米，总投资

76320万元。该校与上海师范大学

合作办学，将为真如副中心地区提

供高质量教育资源。

普陀区通过集中开工一批重点

项目，着力激发创新动力，完善“中

华武数”科创布局；着力提升产业能

级，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加快重点

地区建设，不断提升经济密度；办好

各类民生实事，打造“半马苏河 ·七

彩秀带”。

本报讯（记者 孙云）总投资逾
400亿元！今天上午，“人民城市新

实践、创新发展再出发”2024年杨

浦区重大项目签约暨重大工程集中

开工仪式在新江湾城G1-02A地块

学校建设项目现场举行。现场集中

签约的50家企业投资总额超过300

亿元；集中开工的12项重大工程涉

及基础设施、产业项目、社会事业项

目，总建筑面积约32.2万平方米，总

投资约101.8亿元。

杨浦区正在全力打造的“1+2+

3+4”创新型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天

签约的项目涉及在线新经济、创意

设计、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生命健

康、绿色低碳、科技服务等7大产业

领域，涵盖杨浦重点发展的“3+4”

产业赛道，投资额度大、科技含量

高、带动能力强，有力推动以数字经

济为核心的产业体系持续发展壮

大。比如，在线新经济产业代表企

业互影科技是一家技术与内容双驱

动的互动数字内容科技公司，在复

兴岛落地数实融合的元宇宙竞技体

验中心；生命健康产业的代表企业

漳州片仔癀是中华老字号企业，围

绕大健康产业进一步优化产品结

构，延展业务板块，布局上海创新基

地；国科中健以辅具租赁业务为核

心，联合央国企、外企共同打造长护

服务运营平台等。

2024年，杨浦区重大工程安排

100项，其中正式项目90项、预备项

目10项。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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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重大项目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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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成智能制造“双料冠军”城市
去年国家级智能工厂和国家级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实现“双倍增”

杨

浦
  家企业集中签约
  项重大工程开工

本报讯（记者 叶薇）上海智能

工厂建设主阵地不断巩固，智能制

造生态朋友圈持续扩大。今天上午

举行的上海市智能工厂建设工作推

进会透露，上海加快加速新型工业

化发展，去年获评国家级智能制造

试点示范工厂和国家级智能制造优

秀场景的数量均位于全国城市首

位，全市国家级智能工厂和场景总

数实现“双倍增”，成为智能制造“双

料冠军”城市。

2023年度，上海有11家单位获

评国家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工厂，

33家单位62个场景获评国家级智

能制造优秀场景。其中，汽车领域

21个场景入选名单，总数和入选比

例（占本市34%）为全国第一，上海

汽车产业智能制造全场景建设成

效凸显。目前，上海已累计培育3

家国家级标杆性智能工厂、19家国

家级示范性智能工厂及60家单位

111个国家级智能制造优秀场景。

已建成智能工厂的生产效率平均

提升了50%，运营成本平均降低了

30%，带动单位增加值能耗累计下

降了13.8%。

智能工厂建设对先进制造业的

支撑能力日益增强。据了解，上海

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智能制造系统集

成解决方案输出地和智能制造核心

装备产业集聚区，智能制造系统集

成工业总产值突破600亿元，智能

制造装备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

连续三年蝉联“中国先进制造业城

市发展指数”全国第一。通过智能

工厂建设，智能制造技术和工艺加

速突破，目前上海已牵头国家智能

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37

项，实现“卡脖子”关键装备、核心部

件与工业软件突破40余项，实现新

装备首台套、新材料首批次、新软件

首版次超300余项，有力推动了产

业链关键装备、材料和软件的自主

可控和创新应用。

为持续探索智能制造产融合作

新机制模式，上海市智能制造产融

合作生态联合体在会上成立。联

合体首批成员单位包含上海电气

自动化、上海移动等7家智能制造

供给侧单位以及上海银行等5家

金融服务机构。下一步，联合体将

聚焦智能制造产业创新、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等，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互

动融合；同时，将面向不同行业、不

同企业加快推出具有产业特色的

“转型解决方案+金融解决方案”定

制化套餐产品，做到一窗受理、一站

解决，打造智能制造产融合作的“上

海范式”。

据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张

英介绍，到2025年，上海将新建设

200家智能工厂、20家标杆工厂，实

现规上工业企业智能制造评估诊

断、重点企业数字化网络化、重点

链主企业智能化三个“全覆盖”；实

现智能制造标准制修订数、智能制

造装备产业规模、应用场景推广

数、工业机器人产量、智能制造新

技术突破数这五个智能制造核心

指标倍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