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抓住数字化机遇
■ 上海要提供更安全、更便捷的消费

基础设施，以及不断革新的数字化能力

■ 政府进一步补贴并加强投资公共
数字基础设施的计划， 将有助于上海成为

一个更加智慧的城市

优化公共卫生体系
■ 要充分发挥科技、大数据在公共卫

生应急事件中的作用

■ 上海完全有条件实现高质量发展
和高品质生活，同时把“防患于日常”这个

全球新趋势融入其中 >>>详见第 2?

第32次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举行

国际高参“云”集
建言“更开放的上海”

    ■ 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722786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0.7%，扭转了上

半年下降的局面。 分季度看， 一季度同比下降

6.8%，二季度增长 3.2%，三季度增长 4.9%

■ 前三季度经济增速由降转升，经济运行持

续稳定恢复，从主要指标的变动趋势看，我国的疫

情防控和经济复苏走在了全球前列， 彰显了中国

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

我国经济复苏走在全球前列

■ 高中组冠军队 “大

石头联盟”在新民晚报
杯决赛中激烈争夺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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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让我们的生活更美

好。”在上海开放大学师生的心中，

这不仅是一句口号，而且是一种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一家四口同班
每次谈到自己的同班同学，上海

开大徐汇财贸分校2018级工商企业

管理专业学生陆敏就格外开心，因为
同班同学里有三位就是他的家人，

洪桠琴是他的妻子，陆骏是他的弟
弟，陆霆轩是他的儿子。“我们一家

四口坐在开大的教室里，成为班里

最引人注目的学生。”陆敏说，“原本

是给儿子报考开大的，但为了更好

地带动孩子的学习积极性，我和爱
人就决定报名上学。我的弟弟听说

后，也主动要求和我们一同学习。最
终我们组成了一个家庭学习小组。”

令陆敏高兴的是，自从上了开
大，他发现儿子也慢慢变得更懂事

了。当初，全家报名进入开放大学的

初衷，就是为了督促和帮助儿子学
习，现在反而是儿子在天天帮助长

辈学习更多的新鲜事物。

夫妻双双求学
蒋克斋是开大浦东南校 2017

级工商管理专业学生，他的妻子胡

慧华也是同级行政管理专业学生。
说起“夫妻双双把学上”的经历，蒋

克斋说，他们出生在农村，祖祖辈辈
都是农民，2000年，他只身一人来

到上海，服务员、保安、工人，什么工
作都做过，后来发现自己的根还是

在农田里。他深感自己知识的不足，

便报名上了开大。妻子胡慧华看到
丈夫如饥似渴地学习，也抽出时间

走进了课堂。
从中专到大学的几年学习，夫

妻俩的头脑不断充盈，眼界愈加开
阔，种的西瓜在全国瓜果大赛中获

得亚军，经营的农场也蒸蒸日上。更

让他们欣喜的是，这学期开学后，发
现农场里的好几个伙伴也在业余时

间背起书包走进了开大。

终身学习场所
在高等教育已经实现普及化、

大众化的今天，仍然有许多人选择

到开放大学里提升学历、增长知识。
他们中有 20岁出头的芳华青年，也

有古稀老人，有职场白领精英，也有
一线产业工人和郊区农民。上海开

放大学党委书记楼军江说，2010年
上海市委、市政府决定在上海电视

大学基础上建立上海开放大学，当

时就明确提出，开放大学不是一所
一般意义上的大学，而是一所服务

上海学习型社会建设和服务市民终
身学习的新型大学。自开放大学成

立以来，学校紧跟上海城市建设发
展步伐，紧跟广大学习者终身学习

需求，从专业设置布局、人才培养模

式、校园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全面
推进学校转型发展，致力于为不同

群体、不同类型的学习者提供优质、
便捷、个性化的学习支持服务。

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以“为了

一切学习者，一切为了学习者”为办
学宗旨，经过 60年接续发展形成“1

所总校+40余所分校（教学点）”办
学体系，涌现出 356个“优秀学习型

家庭”，成为上海市民终身学习的一
个重要场所。

首席记者 王蔚

“1所总校+40余所分校（教学点）”服务市民终身学习

开放大学新景观 夫妻父子成同学

    ?报讯（记者 陆玮鑫）因为疫情，说

好今年夏天来的欧洲杯没来，“我们的世界
杯”还是来了。只是，从盛夏改到了金秋。第

35届“上港—上汽”杯新民晚报中学生足
球赛昨天下午落幕。经过激烈争夺，上大

附校 A队和大石头联盟队分获初、高中组
冠军。孩子们兴奋地高高举起奖杯，大人

则说着，当年我也踢过“新民晚报杯”。30

多年的坚持，换来的，是几代人快乐的足球

记忆。

受疫情影响，本届新民晚报杯中学生
足球赛延至十月举行，根据主管部门要求，

参赛人数和赛制都有调整，共吸引了初中
组 16支队伍共 176人、高中组 16支队伍

共 147人参与角逐。

领奖台上，最吸引人眼球的，是一个五
六岁孩子，他穿着少年?上港队队服，如长

袍一般。他和伙伴们一起，通过“球童争霸
赛”，赢得了明年去上港新主场———浦东足

球场当球童的资格。
赛场外，学生裁判培训和学生记者培

训也受到孩子们的欢迎。踢过“新民晚报

杯”的孩子，有的后来成为上港和申花的球
星；采访过“新民晚报杯”的孩子，将来，也

会有人成为我们的同行。三十多年的“新民
晚报杯”，传续的，有激情，还有文脉。

疫情一定会过去，未来永远有足球。
（相关报道见第 9?）

“上港—上汽”杯新民晚报中学生足球赛落幕

前三季度GDP
同比增0.7%

“我们的世界杯”不不不爽爽爽约约约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