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随笔
    我一直觉得实验室是一个很

有魅力的空间。一些创想可以在其
中被验证，一些微小的事实汇集在

一起又会碰撞出新的想象。更大的
吸引力还在于，这个冷静的空间其

实蕴藏着巨大的热情。

最近遇到一个团队，他们的实

验室热火朝天。 实验室所在上海交

大学生创新中心， 是一个 7?24小
时的“不休眠”空间，如同其他创新

团队，一旦提出新的问题，一头“扎”

进去就忘了时间。团队成员姚顺宇、

黄子毅、 徐开和吉斌是上海交大电
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和机械与动

力工程学院的研究生， 每周至少两

次在实验室里交流讨论最前沿的

AI视觉识别成果，研究如何将这些
技术变成能够服务现实生活的应

用，让普通人都能成为“大咖”。

有意思的是，这个实验室没有

教授“老板”，完全由团队自己建设，

资金支持来自过去一年参加的约十

场双创竞赛。大学生创业训练计划、

百所高校创新创业大赛、“汇创青
春”国际赛、华为 ICT AI大赛……

实验室里的成果成为支撑团队的硬

科技，过关斩将连连摘奖，奖金累计

约 20万。这些比赛给团队带来了信
心， 这笔钱也成为团队决定创业的

“第一桶金”。

全球双创周正在进行时，上海

创业力评鉴中心发布了一项对上
海年轻创业者的研究，发现非固化

思维、更爱挑战、拥抱改变、有机会

敏锐度、认为凡事皆有可能、热衷学
习成长、 喜欢探索新奇是这一群体

的特质。其实，上海城市生活成本不

低、劳动力成本不低，为什么这座

城市能够聚集这些“爱折腾”的年
轻人选择创业这条“不寻常路”？

我想，是这座城市提供的土壤。

上海正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

中心， 上海高校无疑是创新源头之
一。浸润在大学双创的氛围里，如同

“大咖”团队，他们贴近学术前沿，又
能遇到志同道合的伙伴； 能获得物

理空间、服务器支持，又能使用免费
数据库；有多元的创业平台，能获得

多渠道政策和资金扶持……所以
他们能有更宽的视野，看得到将创

新转化为应用的机会，也有勇气对
充满未知的未来尝试挑战。

城市地底下有“它”保平安
长三角轨交能工巧匠在沪聚议“智慧地铁”

     本报讯（首席记者 曹刚）在

轨道交通繁忙穿梭的地下空间里，
隐藏着一些“勤劳而聪明”的机器

人，为地铁运营安全保驾护航。
2019长三角轨交维保技术与人才

论坛今天上午开幕，一批应用于上
海轨交设备检修、安全保障的智能

产品精彩亮相。

“车辆巡检机器人”，能看清人
眼捕捉不到的细节，借助移动机器

人和图像处理技术，识别地铁列车
底部及侧面的关键点，并及时判断

故障；供电巡检也有机器人相助，

搭载可见光高清摄像机、气体检测

仪、温湿度传感器等高精尖数据采
集设备，巡视无死角，还会智能预

警；“轨道数据平台”，依托大型检
测装备采集到的数据，善于寻找轨

道设备病害规律，辅助专家决策，
提升维护效率；“5G+智慧运营平

台”，利用 AR 眼镜、可视对讲、站

务人员定位等 5G新技术，大大提
高了指挥效率⋯⋯

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智慧地铁
共享未来”，由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

限公司主办，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
限公司承办。来自维保公司的“上海

智慧工匠”吴敏介绍，走过 26年历

史的上海地铁，在传统“苦干”的基
础上，越来越重视创新“巧干”。“这

次展示智慧保障手段，就是想让设
备‘说话’，让乘客更放心。”

来自南京、苏州、无锡、常州、
宁波、杭州、合肥等城市的轨交技

术能手和上海电气、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等上海地铁合作单位的代表
在论坛上济济一堂，探讨智慧运

维、技术创新、人才培育和共赢发
展，寻求更多合作空间，共同推动

长三角轨交产业做大做强。
伴随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

为国家战略，长三角城市轨道交通

发展迅猛，运营里程已超过 1600

公里，约占全国城轨运营线路总数

的 1/4。此次论坛是在长三角轨交
企业定期举行圆桌会议的基础上，

落地深化的举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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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企业哪家强？榜单来了!
首次发布区域百强 上汽集团营收第一

    长三角三省一市（江苏、浙江、

安徽、上海）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
会昨天首次联合发布百强企业榜

单，百强企业入围门槛为 509.3亿
元。2018年长三角百强的营业收

入和净利润都达到 15％以上的增
长，主要经营指标增长率明显超过

全国 GDP的增长率。

服务业百强上海占比最多

长三角百强 2018年的营业收
入总额达到 143628 亿元，增长

18770.9亿元，增长率 15.03％；平均
每家企业营业收入规模达到 1436.3

亿元。营业收入排名前五名的企业
是上汽集团、苏宁控股、太平洋建设

集团、中国宝武、交通银行。

按上榜企业数量计，浙江 36

家、上海 27 家、江苏 26 家、安徽

11家；按上榜企业营业收入总量

计，上海 51962.8 亿元，浙江
43076.0亿元，江苏 38585.1亿元，

安徽 10004.1亿元。
从经济效益上看，长三角百强

净利润合计为 5721.7亿元，增长
765.1 亿元，增长率 15.44％，盈利

水平呈现较高上升势头。平均每家

企业净利润 57.2亿元。净利润排
名前 5家企业是：阿里巴巴集团、

交通银行、浦发银行、上汽集团、中
国宝武。其中，阿里巴巴净利润增

长率达到 37.12％，保持着快速增
长的势头，作为民营企业、新兴产

业企业登上首届长三角百强净利
润排名第一的位次。

长三角制造业百强和服务业
百强榜单同时出炉。制造业百强各

省上榜企业数量是：浙江 45家、江

苏 33 家、上海和安徽各上榜 11

家，分布在 27个行业中。服务业百
强各省上榜企业数量是：上海 40

家、浙江 26 家、江苏 23 家、安徽
11家，分布在 31个行业中。

互联网服务、物流和产业链供
应等新兴行业产出规模和资产规

模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在长三角

服务业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对拉
高长三角服务业百强经营业绩的

作用力较大。

苏浙民营经济表现抢眼

从榜单上看，江苏、浙江两省
的民营经济表现十分抢眼。江苏省

企业联合会会长朱波介绍，江苏民
营企业去年 GDP已占到江苏 GDP

的 55.6%。在今年发布的全国民企
五百强中，江苏有 83家入围，排全

国第二。制造业五百强有 86家入

围，是全国第一。
浙江省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

长郑一方介绍，浙江省规模以上企
业四万多家，有 90%以上的企业是

民营企业。在此次的百强榜单中，
除了苏宁这样的大企业，也涌现出

各个领域的隐形冠军，发展迅猛。

安徽省企业联合会驻会副会
长邬国庆则认为，安徽在科技、产

业、生态等方面具有特色和比较优
势。比如在科技领域，合肥是国家

大科学装置最密集的城市，形成了
量子通信、智能语音等优势主导产

业，安徽企业有能力将这些比较优
势转变成为自身独特的经济优势。

对标五大城市群求发展

三省一市企业联合会代表认

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就是要建

设世界级城市群，世界级城市群
需要世界级大企业和世界级产业

集群支撑。
目前，公认的世界五大城市群

是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
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

岸城市群、英伦城市群和欧洲西北

部城市群。从产业行业构成看，五
大城市群主要以先进制造业、高端

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产业。而长三角
产业结构仍处于中低端，先进制造

业比例较低；服务业传统业务比重
较高，高端业务的比重较低。

各方代表认为，要瞄准国际最
高标准，继续拓展发掘新兴服务业

发展潜力，使新兴产业成为长三角
经济发展的新的支柱产业。

本报记者 叶薇

    立 冬 已

过，世纪公园
里开启高颜值

秋景模式。深
绿、秋黄、残红

⋯⋯缤纷的色
彩渲染了公园

的角角落落，

为游客们带来
浓浓的秋日气

息。11月正是
世纪公园赏秋

赏落叶的黄金
时间。位于世纪公园一号门附

近的湖滨大道两侧的梧桐树正
在“变色”，浅黄、焦黄、褐色，点

缀着湛蓝的天空，如同打翻了

的调色盘。世纪公园还特意保

留了蒙特利尔园前近 800米长

的梧桐大道不扫落叶，让整条
道路形成自然的落叶景观，供

游客拍出更出效果的美照。
本报记者 周馨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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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马尼拉
11月 20日电（记
者 卫蔚）世界中文

报业协会第 52 届

年会 20 日-21 日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

行。来自中国、韩
国、马来西亚、美

国、加拿大等国家
和地区的逾百名中

文媒体从业者以及

传媒界专家学者出
席此次会议，就新

的媒体环境下中文
报纸面临的挑战和

机遇展开探讨。
此次年会为期

两天，主题为“世界

大变局与华文报
业”。世界中文报业

协会执行委员会主
席、香港大公文汇

传媒集团董事长姜
在忠在致辞中说，

在世界变局中，与
新时代中国发展息

息相关的中文报业
应承担起讲好中国

故事的历史使命，让世界加深认识

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与会的报
业人士分享了各自所在地区报业以

及传媒业现状与发展趋势，专家学
者在专题演讲中也从不同角度分析

了当下中文媒体在更为国际化、多
元化的传播语境与媒体环境下面临

的机遇与挑战，并且提出应对的途

径与方法。
世界中文报业协会有会员单位

近百家，新民晚报作为上海唯一、中

国内地 6家报纸之一，率先加入，现
为该协会执行会长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