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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宣传部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

初心始发地 再创新奇迹
龚正等介绍上海传承红色基因、奋斗新时代、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情况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红色基因深深融入城市的
血脉。百年来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历史伟业、铸就的伟
大精神，在上海得到了充分体现、生动演绎、精彩阐释。在党的领导
下，昔日租界林立、列强横行、民生凋敝的旧上海，脱胎换骨，生机
勃发，正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昂扬姿态，屹立于世界东
方，大踏步迈向未来。

    本报北京今日电（驻京记者 潘子璇）

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发布会是中外媒体了
解中国，特别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新窗

口。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庆祝建
党100周年之际，中宣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

发布会，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介
绍上海传承红色基因、奋斗新时代、推进高

质量发展的情况。

龚正表示，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
发地，红色基因深深融入城市的血脉。百年

来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历史伟
业、铸就的伟大精神，在上海得到了充分体

现、生动演绎、精彩阐释。在党的领导下，昔
日租界林立、列强横行、民生凋敝的旧上海，

脱胎换骨，生机勃发，正以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的昂扬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大踏步迈向未来。
龚正表示，党中央一直对上海赋予重

任、寄予厚望。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每年都亲临上海，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

要指示，为上海发展指明时代坐标、前进方
向、战略重点。全市人民牢记总书记殷殷嘱

托，锐意改革开放，矢志创新发展，推进各项
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经过接续努力，上海

已基本建成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
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形成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基本框架。

今日上海生机勃发
今天的上海，经济发达、实力雄厚。2020

年，全市生产总值达到3.87万亿元，总量规模

跻身全球城市第六位。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发展指数排名世界

第三，口岸贸易总额达到8.75万亿元、位居全
球城市首位，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4350

万标准箱、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现代服

务业为主体、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先进
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初步形成，产

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不断提升。
今天的上海，创新踊跃、活力迸发。2020

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全市生产
总值比例超过4%，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

平。集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785家、外资研
发中心486家、国家级研发机构85家，设立

各类众创空间超过500家，建成上海光源、
蛋白质中心等一批世界级大科学设施。体

细胞克隆猴、阿尔茨海默症治疗新药、10拍
瓦激光放大输出等一批全球首创成果都诞

生在上海，蛟龙、天宫、北斗、天眼、墨子、大
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也凝聚了大量的上

海的科技智慧。
今天的上海，人文荟萃、近悦远来。江南

文化传承积淀，海派文化独树一帜，百年党
史更是孕育了上海丰厚的红色文化，淬炼了

上海独特的精神品格。“海纳百川、追求卓
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开

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造就了上海英
才汇聚的生动局面。全市现有高校63所，在

校大学生76万人，“两院”院士179人，在沪就
业外国人超过28万人，上海连续8年被评为

“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

今天的上海，民生殷实、幸福和谐。2020

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2万元。

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实现，
就业、社保、住房、养老、托育、教育、卫生等

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人均期望寿命达到
83.67岁、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市民交通出行

更加便捷，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达到772公
里，跃居全球城市首位。城市治理科学化、精

细化、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上海是全球最

安全的城市之一，安定有序是我们这座城市
的金字招牌。

今天的上海，蓝天碧水、生态宜居。全社
会环保投入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连

续18年保持在3%左右。2020年，PM2.5年均
浓度下降到32微克/立方米，劣V类水体基本

消除。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基本形成生活

垃圾分类收运、处置体系，基本实现原生生
活垃圾零填埋。人均绿化面积增加到8.5平方

米，从过去的“一双鞋”扩大到现在的“一间
房”，市民亲近自然、休闲健身的好去处在上

海越来越多。

四个方面聚力突破
回望百年奋斗路，上海是初心之地、光

荣之城；昂首阔步再出发，更要始终不渝传

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龚正表示，“十
四五”时期，上海要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坚

决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

现高效能治理，着重在四个方面聚力突破。

一是在深化改革开放上聚力突破。坚定
走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之路，走面向世界、扩

大开放之路，走打破常规、创新突破之路，全
力推动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临港

新片区建设、科创板试点注册制、长三角一
体化三项新的重大任务，确保进口博览会越

办越好。
二是在强化核心功能上聚力突破。全面

深化“五个中心”建设，着力强化全球资源配
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开放枢纽

门户“四大功能”，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
际数字之都，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

力，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三是在服务新发展格局上聚力突破。打

造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格局，构建“中心辐射、
两翼齐飞、新城发力、南北转型”空间新格

局，完善以“五型经济”为重点的经济发展格
局，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努力成为国内

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
链接。

四是在建设人民城市上聚力突破。深入
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

要理念，努力为人民谋幸福、让生活更美好。
我们的愿景就是这座人民的城市，人人都有

人生出彩机会，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人

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
度，人人都能拥有归属认同。

加快构建四个格局
上海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定位，

就是刚刚讲的打造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

节点和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龚正介
绍，所谓中心节点，主要是赋能，助力我国的

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国民经济循环更加
顺畅。所谓战略链接最主要的就是能量交

换，要做到“四个链接”，也就是要素链接、产

能链接、市场链接和规则链接，进一步巩固
对内对外开放的枢纽地位，成为走出去的最

好跳板、引进来的前沿阵地。总的布局就是

加快构建四个格局。
一是构建形成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格局。

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上海要发挥龙
头作用，将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

键，强化制度创新，深化区域合作，做好对内
开放、对外开放两篇大文章，推动长三角的

优势互补和联动发展。

二是加快构建“中心辐射、两翼齐飞、新
城发力、南北转型”的空间新格局。“中心辐

射”是提升主城区的服务能级和辐射能量；
“两翼齐飞”就是充分发挥上海东西两翼，自

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长三角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和虹桥国际开发枢纽等作用；

“新城发力”就是要把嘉定、青浦、松江、奉
贤、南汇五个新城打造成独立的综合性节点

城市；“南北转型”就是推动南北两端的宝山
和金山功能布局调整、经济结构升级。其中

“新城发力”是重中之重，将按照产城融合、
功能完备、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

治理高效来打造，为上海未来发展构筑新的
战略支点。

三是加快完善经济发展格局。重点是大
力发展“五型经济”，也就是创新型经济、服

务型经济、总部型经济、开放型经济、流量型
经济。“五型”经济代表上海都市经济的发展

方向，也是上海经济的长板和优势所在。
四是加快打造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城

乡、郊区、乡村是上海极其宝贵的稀缺资源，
没有郊区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上海城市的

整个现代化。我们将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促进资金、人才等要素双向流动，推动城

乡全面融合共同繁荣。

聚焦三个重点区域
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寅表示，

上海要积极主动发挥龙头带动作用，紧扣一

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做好对内对外开放
两篇大文章，聚焦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一体化示范区和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这三个
重点区域，努力探索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新路径。

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国家出台了建
设总体方案，当中明确78项任务，目前将近

90%的任务已经落地。目前新片区的建设跑
出了加速度，主要体现在“三个一批”：一是

一批重大的制度创新相继推出，洋山特殊综
合保税区全区域封关验收，市区两级1170项

事权集中授权给新片区管委会。二是一批重
大项目密集落地，到目前已经累计签约将近

600个项目，总投资将近4000亿元，其中绝大
部分项目都是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

物医药、航空航天这些重点领域。三是一批
重大工程相继开工，其中包括18个社会民生

的项目也在建设。
第二个重点区域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这个区域去年已形成覆盖
示范区2413平方公里的国土空间规划，32项

一体化制度创新成果，这些成果目前在其他
地区进行复制推广。

第三个重点区域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总体方案中确定了“一核两带”的功能布局。
接下来，要按照国家批复的总体方案要求，携

手苏浙皖三省，重点围绕“四个着力”下功夫：
着力建设高标准的国际化中央商务区，着力

构建高端资源配置的国际贸易中心的新平
台，着力提高综合交通枢纽的管理水平，着力

提升服务长三角和联通国际的能力。

保护传承红色文化
上海红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红色遗迹

遗址和纪念设施有612处，依托这些资源，上

海深入开展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和建党百年
宣传教育，全力建设好、守护好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家园，为党的百年大庆记载伟业、
展示辉煌。

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周慧琳表示，

在红色文化保护传承方面，上海正在深入实
施“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系统推进发

掘保护、理论研究、新闻宣传、文艺创作、社
会宣传、教育培训和红色旅游，努力打造红

色文化资源高地、研究高地和宣传活动高地
这“三个高地”，特别是重点推进“一馆五址”

的建设保护。“一馆”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纪念馆，纪念馆月底即将竣工，

将打造成为展示建党光辉历程、传承伟大建
党精神的红色地标。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陈列，叫“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
史”。“五址”包括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

旧址也就是《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中共中央
政治局机关旧址、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

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中共中央特科机
关旧址，这“五址”目前都已经完成了修缮。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
建党百年宣传教育方面，上海在深入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永远跟党走”群众性主题

宣教活动基础上，努力以最高标准全面做好
建党百年宣传教育。

理论方面，准备在5月份与中宣部联合
举办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讨会暨党史学习教育高端
论坛，并结合举办第三届“初心论坛”。组织举

办庆祝建党百年理论研讨会等，实施“党的诞
生地”出版工程，目前已经出版图书124种，这

个规模是200种左右。“七一”前集中推出10种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系列丛书”。
新闻方面，创新全媒体传播，开展“奋斗

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重大主题宣传，开设
《百年党史启示录》等专栏，推出《我的入党

故事》等专题，还携手全国数十家电视台推
出《理想照耀中国———庆祝建党百年“双

100”系列融媒体报道》，包括现场直播、短视
频。组织采访了来自 30余个国家的 100位

外籍人士，制作“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
融媒体产品，这个产品 4月 8日已经上线，

现在每天播出一集，今天播出的是一个印度
人，讲述他眼中的中国共产党。

文艺方面，有一系列的重点作品，包括
电影《1921》，还有《奇迹时代》是写改革开放

的，《无名》是写地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还
有几部值得期待的电视剧，包括《功勋》《光

荣与梦想》等。还有一些戏剧、文学作品等，
像歌剧《晨钟》写李大钊的，广播剧《龙华》和

文学作品《千里江山图》是关于龙华烈士的。
还有沪剧《一号机密》《永不消逝的电波》，杂

技剧《战上海》等等，这些有的已经推出来
了，有些戏剧在巡演，有的正在创作过程中，

非常值得大家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