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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新华社上海6月18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近日在广东、上

海调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推动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因地制

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夯实中国式现

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14日至18日，张国清在广州市、深圳市、上

海市，先后深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商业航天、

船舶制造、人工智能等企业和科研机构，实地了

解创新研发、生产制造和行业发展等情况。他

指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培育和发展新质

生产力，必须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

要持续深入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

展行动，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和用户企业双牵头

作用，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切实筑牢产

业发展科技根基。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深度融合，面向产业发展需求布局建设中试

平台，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应用。要强

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大中小企业、产业链

上下游融通创新，特别是要引导中小企业走专

精特新发展之路，以专注铸专长、以配套强产

业、以创新赢市场。

张国清强调，要深入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

行动和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工程，大力推动重

点行业老旧设备淘汰、先进设备应用、工艺流程

优化，推动先进产能比重持续提升，促进制造业

迈向中高端。要积极开展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行动，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和普及，积极探索工

业领域大模型应用，推动数字技术赋能赋智制

造业发展。要完善能耗、排放、技术标准，大力

推广节能降碳技术、发展绿色制造。要围绕培

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

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超前布局，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张国清强调，近日南方部分地区持续强

降雨导致洪涝和地质灾害，要全力做好防汛

抢险救灾工作，强化雨情灾情监测预警，加强

灾害易发区域巡查防护，及时转移受威胁群

众，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 上海国际金

融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议

昨天在沪召开，众多金融

领域国际企业家、专家为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建

言献策。上海市委副书记、

市长龚正作总结发言。

副市长解冬主持会议。

龚正说，习近平总书

记擘画了建设现代化金

融强国的宏伟蓝图，特别

提出要增强上海国际金

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

力。努力打造一个强大

的国际金融中心，是上海

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我们将配合中央金融管

理部门，围绕提升国际化

水平，加快实施高水平金

融对外开放，完善金融市

场体系、产品体系、机构

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

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

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

和数字金融，切实增强安

全可控能力。我们将努

力实现金融更好服务实

体经济，推动更多金融资

源服务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更好服务科技创新，全力推动“科技—产

业—金融”良性循环；更好服务共建“一带一

路”，努力打造“一带一路”投融资服务中心，

并牢牢守住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底线。上

海国际金融中心正在向一流国际金融中心这

一更高目标迈进，我们非常需要聆听智者之

声、凝聚四方之力。我们将认真研究吸收大

家的宝贵经验和真知灼见，更好地转化为推

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工作实践。

本次会议包括两大议题：上海国际金融

中心如何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金融制度型开放应重点关注哪些领域，有哪

些预期的金融市场合作机遇和空间；上海国

际金融中心如何更好发挥国际绿色金融枢纽

作用，推进绿色金融制度创新，加强国际绿色

金融领域合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新开发银行行长、巴西前总统迪尔玛 ·罗塞

夫，伦敦金融城政府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

贺凯思，瑞穗金融集团董事长今井诚司，联博

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赛斯 ·伯恩斯坦，野村

控股株式会社董事长永井浩二，橡树资本联

席创始人及联席董事长霍华德 ·马克斯，香港

交易及结算所集团行政总裁陈翊庭，高盛集

团亚太区总裁施南德，穆迪评级全球副主席

理查德 ·坎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伦敦政

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 ·皮萨里德斯围

绕议题发言。

本报讯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会见了德

国大陆集团首席执行官司徒澈一行。

龚正说，今年以来，上海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延续了回升向好的态势，仍然是外商最青

睐的投资首选地之一，也是跨国公司全球产

业链布局的首选地之一。汽车是上海六大重

点产业之一，上海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链、供

应链、创新链中心，正在着力提升研发设计、试

验试制、智能制造、出行服务等全产业链能级，

努力打造成全球领先的智能新能源汽车发展

高地。希望大陆集团发挥所长、积极参与，持

续优化在沪功能布局，把更多优质资源、重大

项目、业务单元和功能板块放在上海，与在沪

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优势互补，努力在智能

制造、产业孵化等方面取得更多创新成果。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欢迎为上海优

化营商环境建言献策。上海将优化各项服

务，促进各类企业在沪实现更好发展。

大陆集团是全球著名的汽车零部件供应

商，在沪设立了中国区总部等实体。

张国清在广东上海调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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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产业链能级
龚正会见德国大陆

集团首席执行官司徒澈

告别“一线天”
143街坊东至岳州路，南至高阳路、物华

路。居民440证，居住房屋总建筑面积约2万

平方米，均为二级旧里以下房屋。街坊中

86.36%为居民自建私房，房屋普遍存在开

裂、漏水、倾斜等情况，部分房屋甚至有倒塌

的风险，居民旧改意愿强烈。

街坊的居住条件有多糟糕，从一条被冠以

“143街坊绝景”的无名小巷就能看出。这条巷

子只有一人宽，只容一名中等体型的人通过，稍

胖些的就会被卡住。记者在这里看见，巷子如

果两头同时来人就无法通行，此时要么是一方

掉头让路，要么就只有进入巷里人家中借位，于

是这条巷子两边的居民家中经常会有人突然

进门：“不好意思！进来让个路。”

“我们这里门对门、窗对窗，一家开门对

面就没办法打开，要错时开门才能正常进出。”

一位居民说起了窄巷生活的无奈，最让人尴

尬的是，老宅隔音差，加上间距如此小，毫无隐

私可言，他们即便在家里吵架也不敢大声。

但苦中作乐的弄堂居民们还是很喜欢这

条被他们叫做“一线天”的小巷。想到不久

后，这一街坊“著名打卡地”将成为历史，他们

拉着记者，“请多拍一点，以后给小朋友们看

看，我们上海也曾经有过这样好玩的弄堂。”

“公主”有心愿
“来来来，带你们去参观一下我的家。”当

得知记者想看看老街坊居民的生活状态，68

岁的居民杨素梅热情邀约。

“怎么说呢？既高兴又不舍，心情比较复

杂。”在本次旧改中，坐拥独门独户三层楼私

房的杨素梅家可以获得一大笔征收补偿款，

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这也意味着，她将要告

别从小在这里长大的老宅，令她又有些怅然。

走进杨素梅家，谈不上有多豪华，甚至有

些逼仄，楼梯陡峭，爬楼如同“登山”，但屋里

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体现出这位优雅精致

的住宅主人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杨素梅是

家中独女，父亲50岁时才有了她，因此在千

娇万宠中长大，她说自己就像是家里的“公

主”，父母将最好的一切都给了她，包括这套

老宅，对杨素梅而言，这栋建筑不仅仅是一个

栖身之处，更象征着父母对她深深的爱。

既然不舍，为何又同意搬走？“弄堂公主”

耸了耸肩：“你看我家里居住条件还可以，但很

多邻居不是这样啊。”杨素梅说，弄堂里像她这

样独门独户的情况不是很多，许多都是几代同

堂或是和兄弟姐妹挤在一起，他们改善居住环

境的意愿迫切，杨素梅不想拖大家的后腿。

同意签约，但并不代表她会搬得太远。“我

们已经决定了，在附近租个房子。”杨素梅说，她

在这里出生长大、成家立业，也希望在故土安享

晚年，这就是她当下最大的心愿。

“七仙女”举杯
143街坊内，流传着一个名为“七仙女”

的弄堂传奇。“七仙女”排行第一的名叫顾桂

平，被称为“大平阿姨”，是远近闻名的“意见

领袖”，在本次旧改动员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当记者问起“七仙女”的由来，“大平阿

姨”笑而不语，也有人说这就是一个弄堂玩

笑，只因为姐妹七人非常团结而已。

不管如何，她们在居民中的声望无可置

疑。当旧改工作启动后，希望帮助邻里改善

居住条件的大平阿姨领头积极宣传相关政

策。但居民们都知道她自己家里也有摆不平

的矛盾，因为她家是私房，兄弟姐妹又多，大

家都想多分一点。在调解员的协调下，大平

阿姨发扬风格多让出一点，赶在奖励期完成

了签约。在做好家庭内部工作的同时，大平

阿姨现身说法，分享自己家里案例，帮助有同

样家庭矛盾问题的居民尽快化解矛盾。

同时，在征收过程中，她也积极为居民争

取合理利益。大平阿姨的儿子小朱是律师，

在研究了多方资料后，在方案听证会上提出

增加“均衡实物安置补贴”这一方案，并阐述

了这一主张其合理性。最终在新的补偿方案

中，增加了这部分补贴，为自己和居民争得了

利益。“有道理不在喉咙响，不是谁凶谁有

理。”大平阿姨在“七仙女”姐妹的支持下，积

极配合社区干部与旧改工作人员工作释法说

理，最终成为了街坊的“旧改功臣”。

傍晚，大平阿姨在家门口支棱起桌椅，烧

了一桌好菜庆祝今天旧改高比例生效。“七仙

女”没有全部到齐，但并不影响她们对未来生

活的憧憬。“将来到周庄找我玩，还像今天一

样，门口摆上一桌好好招待！”大平阿姨和姐

妹们举杯畅饮，不求永远留住此情此景，只愿

这份快乐喜悦能永驻心田。

据介绍，今年虹口区计划完成1700户旧

改目标，143街坊是虹口区现存零星旧改里

面积最大、涉及居民最多的一片。接下去，虹

口区将针对不同地块特点，多措并举改善旧

改地块居民生活条件。 本报记者 李一能

虹口又一街坊旧改高比例签约生效

  .  %，这里的故事很精彩

■ 居住空间的狭小，让居民们把生活空间扩展到了弄堂里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 71岁的黄阿姨每天都要穿过“一线天”，这条

只容一人通过的小巷子即使白天光线也很暗

  .  %！昨天下午，在上海市继光高级中学操场，   街坊旧改签约结果
揭晓后居民一片欢腾，庆贺这一零星旧改项目生效。在期盼多年之后，虹口区嘉
兴路街道   街坊居民改善居住环境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在这个重要的时间
节点，记者走进这一历史悠久的老街坊，记录弄堂栖居背后的市井故事与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