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特派记者 姜燕）蓝色，救护车的蓝

光再一次在眼前闪烁；白色，身裏白色防护服的救
护人员再一次在病房里忙碌；红色，红色的党旗、

党员突击队队旗、各省医疗队队旗像火一样燃烧
着奉献的生命；绿色，身着迷彩服快速奔向抗疫一

线的解放军官兵；金色，老人一生中看过的最温暖
的夕阳。今天，在武汉客厅，“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题展览”开幕，6000

个图片、视频、全息影片、实物、实景、体验活动，
将人们带回 2020年初从冬到春那 100多个难忘

的日日夜夜，令人一次次热泪盈眶，心潮难平。

抗疫代表等受邀参观
今天，曾战斗在抗疫一线的各路英雄和病患

及家属代表被率先邀请观展，人们身着正装，缓

步入场。从北京受邀而来的北京朝阳医院年轻医
生姜纯国曾经在武汉协和医院战斗了近 3个月，

眼前的一景一物都令他震撼不已。“每一个场景

都勾起我那段刻骨铭心的回忆”；展厅内，张女士
眼中含泪，她的儿子入院时刚刚满月，她和丈夫

也分别在医院和方舱救治，在焦急的盼望中，每
天凌晨两三点医护人员发来的孩子的照片是她

最大的安慰，她知道，只有那个时候医护人员才
有一点点时间；在转病房途中看了一眼夕阳的王

欣老人，激动得热泪纵横，不停地说着“谢谢！”老

人说：“只有我们这个国家能做到这样，一定要保
护好这个国家，保护党！”

现场实景多形式展现
展览综合运用图片、文字、视频、实物、模型、

互动体验等多种表现形式，辅以互联网+、VR、

AR等手段，配合光线设计、音效设置，营造立体
展陈空间。

全息投影展示的 ICU病房前，聚集了最多
的人。影片通过虚拟投影技术，再现了白衣战士

生死救援的尖峰时刻，在现场能近距离看到
ECMO设备中，血液在透明粗导管里流动，感受

到生死线的紧张。

往前走，是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建设的
现场，大型吊车现场作业，工人们在搭建活动板

房式的病房……两名建筑工人将沉重的建筑板
材高高举过头顶，扛起它的是中国脊梁。

实景还原的方舱医院一角，一张张空置的病
床，搭在床头折叠整齐的毛巾和墙上的滚动播放

的视频里，患者在医护人员带领下跳起广场舞的

场景，让人真切地感受到这里的人们积极乐观面
对疫情的气息。

展览要素总计超 6000项
展览包括序篇、尾厅和“运筹帷幄、掌舵领

航”“生死阻击、艰苦卓绝”“英雄城市、英雄人民”

“八方支援、共克时艰”“疫?重振、浴火重生”“团
结协作、命运与共”等 6个主题内容展区，共 21

个单元。展览的展线长 1445米，展出照片 1100

余张、实物展品 1000余件（套）、视频 45个，设计

大型场景 33处，互动项目 18处，各类展览要素

总计超过 6000项。
此次展览为期 3个月，观众可通过“湖北发

布”微信公众号等网络预约系统预约，凭有效身
份证件自主进馆参观。 （本报武汉今日电）

    这两?，新版《投资上海地图》成为各方
关注焦点。 自从去年首次推出 《投资上海地
图》以来，这份地图因为直观展示了上海各区
产业特色和商业机遇，因而被称为“宝藏图”。

在上海市测绘院第四分院地信科科长、 服务
进博会系列地图项目组项目负责人陆爱军看
来，在新版“投资地图”上，不仅可以看到位于
上海的长三角活力新城， 更可以看到未来的
发展空间， 像以特斯拉为核心打造若干个智
能网联汽车核心零部件产业配套园区等，展
现了进博会溢出效应和辐射效应， 并吸引客
商进一步了解进博会带来的“宝藏”。

今?，距离第三届进博会只有 20?了。

一手抗疫，一手办展，进博会筹备已进入最
后冲刺阶段。 据陆爱军介绍，在今年的进博
会地图上，与往届最大的不同就是将增加抗
疫的相关内容。第三届进博会的招展工作目
前已全面完成，中国市场出现的复苏趋势也
令各大展商兴奋不已。 在他们看来，进博会
对于产品和品牌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基本
上属于进博会同款的单品都会成为当年的
“网红”。

往届进博会巨大的溢出效应，不仅让许
多海外企业成为了进博会上的 “回头客”，

更是在上海扎下了根， 像在第二届进博会
后，一批“新伙伴”纷纷落户临港新片区。 开
放的平台正在推动中外企业不断扩大交

流， 带动更新的技术应用在中国落地生根。

第三届进博会如期举办， 将让众多深耕中国
多年的企业在不确定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坚
定继续投资的信心。 从“走进来”变成“留下
来”，越来越多的海外展商看到了进博会带来
的“宝藏”。

“宝藏”也存在于进博会在推动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 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战略创新
发展的独特作用中。 进博会加快形成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 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 在昨?举行的深圳经济特区
建立 40?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
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再次向世界宣示新时代
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

界经济、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决
心，必将促进中国与世界的互利共赢。

进博会的举办， 不仅促进中国经济的增
长和转型， 同时也让世界共享中国发展的机
遇。从这个角度看，进博会为世界各国提供了
一个互利共赢的平台， 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
更多的中国机会。

开放是上海最大的优势， 进博会为上海
进一步扩大开放提供了新引擎。 20?后，进
博会主场馆“四叶草”和吉祥物“进宝”将再次
置身于全球聚光灯下。 正如“进宝”的“宝”寓
意宝藏。 中国经济加快复苏将为扩大中外经
贸合作提供更多机遇， 第三届进博会的如期
举行， 将让更多企业在经济复苏之机中找到
真金白银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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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藏”进博，期待你的发现
方 翔

新民眼

    稻浪滚滚，菊黄蟹肥，秋日

的郊野大地一派丰收景象。上
海的乡村，是超大城市的稀缺

资源，是城市核心功能的重要
承载地，是提升城市能级和核

心竞争力的战略空间，也是上
海国际大都市的亮点和美丽上

海的底色。

“十三五”期间，上海加快
转变农业农村发展方式，促进

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以“美丽家
园”“绿色田园”“幸福乐园”工

程为重大抓手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让农业增效、农村美丽、农

民富裕……上海，正在走出一条

与超大城市功能定位相匹配的
乡村振兴新路。

美丽家园
从“一处美”到“一片美”

粉墙黛瓦、小桥流水，一叶
扁舟、一树桃花……在宝山区罗

泾镇海星村，“90?”村民许艳婷
和小伙伴们正在为一幅墙绘补

色。在他们的笔下，怡人的乡村美
景、村民的幸福生活，一一展现。

“我的家乡这几年越来越美，我希

望通过这些墙绘传达我们海星的
美、罗泾的美。”许艳婷说。

海星村是上海第二批乡村
振兴示范村。它紧临长江口，有近

千亩保护性水源与绿色涵养林。
通过一系列人居环境整治，乡村

肌理的“生态底色”愈发凸显。值
得一提的是，它还与塘湾、花红、

新陆和洋桥村等“五村联动”，打
造集中连片的乡村振兴示范区

域，从“一处美”迈向“一片美”。
上海的发展离不开乡村，正是有了

乡村的滋养，城市才能生生不息、持续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是

重要一环。
“十三五”期间，上海持续推进乡村

振兴、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截至目前，

全市共有美丽乡村示范村 124个，建成
乡村振兴示范村 37 个，在村庄布局优

化、乡村风貌提升、人居环境改善、农业
产业增效、乡村治理深化等关键领域取

得突破。到 2022年，本市将建设 90个以
上的乡村振兴示范村，200个美丽乡村示

范村，1577个行政村人居环境整治实现
全覆盖。

绿色田园
机器人采收来帮忙

在传统蔬菜采收模式下，1亩地通常

需要 5到 6人采收一整天，有了

机器作业，同样的采收量 1小时
即可完成……近年来，上海大力

推进蔬菜生产“机器换人”工程，
破解“用工难”“用工贵”问题。

同时，上海加强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持续推进绿色食

品认证。截至 9月 22日，我市
有效期内绿色食品企业 848

家，产品 1498 个，获证产量
120.79?吨。

“十三五”期末，本市农业现

代化水平从农业物质装备水平、
科技支撑水平、经营管理水平、

质量效益水平、绿色发展水平和
支持保护水平六个方面开展评

估，得分 81.51 分，上海基本实
现农业现代化。

“十四五”期间，上海将以推
进农业绿色发展为核心，深入贯

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
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预计十

四五期末，农产品绿色食品认证
率达到 30%，农业信息化覆盖

率达到 80%。

幸福乐园
更多人愿意留下来

一望无垠的生态稻田，香
飘四溢的“米食餐厅”，热气腾

腾的叶榭软糕……在松江区叶
榭镇兴达村，坐落着松江 001

号民宿“八十八亩田”。“八十
八”，其实是“米”的拆字：松江

大米是沪上唯一稻米类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叶榭是农业
大镇，“八十八亩田”便因地制

宜，主打米食美味。

民宿主人朱燕也是一位年轻的农场
主。她是土生土长的叶榭人，怀揣着乡村

振兴的激情，她辞去了市区多年的工作，
返乡创业，成为新型职业农民。“我们打造

的是三产融合的模式：一产，成立合作社，
联合 12个家庭农场主共同推出‘八十八

亩田’大米品牌；二产，通过‘叶榭软糕’等

产品，传播米食美味；三产，开设乡村民
宿，助力农旅发展。”这个项目，也在前不

久获得了第四届上海市农村创新创业大
赛的一等奖。

郊区乡村要不断提升宜居度、竞争
力和吸引力，才能让更多人愿意留下来，

愿意到乡村生活创业。“十三五”期间，上
海推进“幸福乐园”工程建设，深入推进

农村综合帮扶工作，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保障农民长效增收实现新提高。截至目

前，上海今年已累计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2148人。 本报记者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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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难忘的日与夜
再次让人热泪盈眶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专题展览”在武汉开幕

    本报讯 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担任

编委会主任并作序，由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编撰
的大型资料性年刊《上海经济年鉴 2020》（第 36

卷）日前正式出版发行。
最新出版的《上海经济年鉴 2020》记载了

2019年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
面，上海开拓创新、锐意进取、担当作为、顶压前

行，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等方面

取得的新进展。

全书分综合经济、产业经济、地区经济、城市

建设和社会事业五部分，结合“城市创新十大热

点”等品牌栏目，客观反映上海年度经济社会发
展的亮点和特点，主要包括设立自贸试验区临港

新片区、成功举办第二届进博会、全面实施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

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着力解决“老小旧远”民
生难题等主题。

《上海经济年鉴》充分发挥了存史资政的决

策参考作用，是了解上海、研究上海、宣传上海的
权威文献。

《上海经济年鉴 2020》出版发行

上海年度经济社会发展
亮点和特点一一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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