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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当地时间 10月 29日，

2019 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系列活
动上海日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叶利

钦总统中心举行。中国驻叶卡捷琳
堡代总领事史天甲，叶卡捷琳堡市

市长维索金斯基、俄罗斯联邦斯维尔
德洛夫州国际和对外经济关系部副

部长莱昂纳多维奇，以及联合国人

居署、叶卡捷琳堡市政府代表等近
300名嘉宾出席。

此次活动由上海市政府新闻
办、市住建委、中国驻叶卡捷琳堡总

领馆担任指导单位，上海世界城市
日事务协调中心主办。活动主要包

括上海城市形象图片展、主题招待
会、海派文化展演和 4K全景声电

影展映等。活动期间在叶利钦总统
中心巨幅大屏上播放了第二届进博

会上海城市形象宣传片，向当地观
众推介进博会。

上海城市图片展通过精选的数
十幅上海城市照片，展示上海的发

展历程与成就。由上海侨爱公益发
展交流服务中心举办的“世界城市

日全球主场公益行”“漫话双城”等
活动展现海派非遗的智慧。《海派旗

袍秀江山》节目将中国名画与旗袍
秀融合，体现了海派魅力。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 马丹）今天上

午，由上海普陀区、江苏苏州市、浙江嘉兴市
和安徽芜湖市等组成的长三角一体化教育联

盟，在普陀区签约成立。联盟将致力于推动四
地教育事业共同发展，促进多样化、特色化、

信息化和品牌化办学水平的整体提升。
根据该教育联盟协议，四地将围绕教育

发展、教育综合改革所面临的形势、基本思

路、区域发展战略及体制机制创新等，主动

加强沪苏浙皖四地教育高考综合评价、课程
建设等方面的政策研究，从规划、布局、资

源、品牌等方面对区域教育优势开展比较研
究，加强四地教育交流合作；以党建为统领，

以项目为抓手，进一步挖掘工作特色，打响
工作品牌，探索更多更好更优的工作载体，

努力把四地党建联盟打造成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党建共建工作的合作样板；探索“用

文化的方式发展有内涵的教育”，携手共创
优质教育品牌，在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教育综合改革、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等方面加
强合作探索和共建共享；在学校管理、教学

科研、队伍建设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不定
期组织四地校（园）长开展学校领导力等管

理研修，借助华师大等高校资源开展参与式

管理研究，提升教育管理品质。适时有条件
组织四地骨干教师、优秀青年教师开展专题

化互动式教育教学交流。倡导四地结对学校
以网络教研、同课异构等方式开展沙龙式研

修，加强校际联动；合作开展研学旅行项目，
共建研学旅行基地，开展高中生社会实践活

动。积极尝试高中生社会实践活动的联合策
划、组织实施、活动评价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 人才！ ”

葛优在电影《天下无贼》里说的这句台词
在 15年后的今天依然毫无时代隔阂。

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现在的上海，

更是求贤若渴。 在日前召开的创新创业青年
人才座谈会上， 上海市主要领导亲自过问到
每个创新创业青年人才代表的发言时间，将
原定的每人 5分钟增加到每人 8分钟。后来，

更因为座谈会开得十分热烈， 会议时间从原
定的 1小时一再“拖堂”，最终，座谈会开到暮
色西沉，总计时长 3小时 15分，方才意犹未
尽地画上句号。

这场座谈会的近 50位参与者是上海创
新创业人才中的优秀青年代表， 他们大多是
“75后”、“80后”，还有少数“90后”。 这些青
年才俊的创新创业主要集中于集成电路、人
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领域、新业态，其中一
些创新创业企业虽然成立时间不长， 却已展
露出未来“独角兽”企业的潜质。 这些年轻人

做的就是创新创业， 自然思维活跃， 敢闯敢
秀，因此，在大会安排的代表交流发言后，又
有许多与会代表争相举手，这种蓬勃的朝气，

也是上海活力的写照。

上海这座城市由创新创业成就， 也是创
新创业的沃土。在这些创新创业青年人才中，

不乏海外名校的青年海归， 其中很多并非是
上海“土著”。 之所以选择上海作为他们回国
创新创业的第一站和出发点， 上海朗盛投资
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康德双语实验学校理
事长平凡说， 他看中的就是上海营商环境的
软实力。

平凡是东北人， 留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期间，他曾两次到上海实习，这段经历让他被
上海的高效、 透明以及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国
际化氛围深深折服，因此，他学成回国后没有
回到家乡，而是来到“气质相投”的上海，远离
父母独自打拼。几年来，他不仅为逾百名学生
提供咨询和推荐，帮助他们前往剑桥、牛津等
英国名校留学，同时，创办了上海康德双语实
验学校， 继续培养创新型和国际化的优秀人
才。他还积极投资初创期的科技企业，其中有

两家从 A轮就开始领投的企业现已成为行业
“独角兽”。

座谈中，平凡深有感触的一句发言“千里
马易得，伯乐难求”也引起了众人的共鸣。 创
新创业人才和创新创业企业的成长， 都需要
一片沃土。过去很多年中，上海都是创业者的
乐园与试金石，他相信，在建设卓越全球城市
的前进征程上， 上海将继续成为孵化创新创
业人才和创新创业企业的摇篮。

与会代表中，像平凡一样从外地来沪闯荡
一番事业的青年人才还有不少，在海内外历练
一番后重回家乡扎根的青年人才也有不少。 说
得好不如干得好，哪里更有利于人才的成长，他
们用自己的实际选择投了票。

上海最大的优势是开放， 最大的动力是
改革，最大的资源是人才。 当前，上海正在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
精神，全力推进三项新的重大任务落地落实。

三项新的重大任务既是上海发展的重大机
遇，也是创新创业的广阔舞台。创新创业时不
我待，青年人责无旁贷。

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正在上海举

行，全球“最强大脑”汇聚临港滴水湖畔，探讨
科技的巅峰与未来的极限。 在连续两届世界
顶尖科学家论坛上，一名年方 15岁的上海女
生均获邀参加，与诺奖获得者交流。能得到这
样一张沉甸甸的邀请函， 得益于她的研究课
题“斐波拉契数列与贝祖数的估计”解决了贝
祖数的最佳上界和下界的估计问题， 改进了
加拿大数学家于 2013年在《美国数学月刊》

上给出的一个粗糙的估计式。

在上海， 这样勇于创新的青少年不乏其
人，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给我们带来
更多的惊喜， 带我们一起征服更多科技的巅
峰，挑战更多未来的极限。

上海这座城市，则要为创新创业搭好平
台、建好舞台，积极打造面向世界的“会客
厅”，让大家在上海这座城市聆听世界的声
音， 接触最优秀的人才， 捕捉最前沿的信
息，分享最鲜活的思想，激发最有创意的灵
感，找到世界级的大科学平台、高能级的研
发机构、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产生更多创
新创业的奇思妙想， 点燃更多创新创业的
星星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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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才俊，来上海吧！
孙 云

新民眼

上海普陀与苏州、嘉兴、芜湖
今建长三角一体化教育联盟
适时组织四地骨干教师开展教育教学交流

    本报讯（首席记者 王蔚）今天上午，市

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办、市科委、市科协等
14家单位，在闵行区华漕镇联合举行 2019

年上海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科技惠农活
动启动仪式，主题是“科技惠农、科技惠民”，

目的是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做实事，建立
“常下乡、常在乡”的科技下乡新机制。

市科委向华漕镇赠送了包括多功能生物

肥料、种子种苗、科普书籍等在内的价值 50

万元的科技大礼包。市科协为列入基层科普

行动计划项目的虹桥镇“都市绿农———井亭
苑百草园项目”下拨补助资金 10万元。科技

小分队还进村进户开展技术指导。
今天，来自市农科院、上海交大农学院、

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涉农科研院校的
40多位经验丰富的农业科技人员，为农家开

展咨询和培训。会场周围，上海农科院等单位
制作的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展板等，吸引大批

农民驻足。现场展出的蔬菜、花卉等新品种种
子种苗、科普书籍等也早早被索取一空。

“三下乡”小分队
进村技术指导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未来，长三角地

区的一个小城镇也能作为代表，参与全球竞

争。今天上午，在世界城市日上海论坛上，上
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徐毅松建议，长
三角城市群可以跨省城镇圈协同发展，按照

30-40分钟出行时间，规划一个或多个城镇
为核心的城镇发展圈。

未来的全球竞争必将是区域城市群之

间的激烈竞争。有关研究数据显示，2025年
全球 600强城市将贡献全球 GDP 的 60%。

以纽约、东京、伦敦、巴黎等全球城市为核心
形成的世界级城市群，代表着各自国家或区

域的最高生产力水平，已成为城市与区域空

间领域研究的热点。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粤

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的相继
提出，标志着各大城市群将进一步持续承担起

提升区域综合影响力。长三角城市群范围包括
沪、苏、浙、皖三省一市，41个地级市，面积约

34万平方公里，2018年常住人口约 2.24亿

人，已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城市群，仅用
全国 10%的人口，创造了近 20%的 GDP、25%

的进出口总额和 34%的货物吞吐量。

目前，长三角城市群仍存在差距，如区

域内产业同构现象依然存在；上海都市圈周边

等邻沪县市与上海之间的交通设施联通不足。
未来，长三角跨省城镇圈规划协同可以

按照 30-40分钟出行时间，划定城镇圈作为
空间组织和资源配置的基本单元，以一个或

多个城镇（新城或新市镇）为核心，按照出行
规律，统筹城镇圈内公共服务配置，促进产城

融合、职住平衡、资源互补、服务共享。徐毅松
建议道：“未来，长三角城市群空间一体化发

展，有望从‘单中心’走向‘网络化、多中心、组
团式、集约型’的区域空间格局，一个小城镇

也能代表长三角城市群参与全球竞争。”

世界城市日上海论坛举行

长三角小镇也能参与全球竞争

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