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袁玮）新增了李
白的家谱、李白使用过的保温桶；电台
元素随处可见，在发报互动体验区，观

众可以学习摩斯电码小知识……李白

烈士故居完成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
的修缮改造及展陈改版工程，日

前重新对外开放。
由虹口区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指导，区委宣传部、区文旅局主
办，区教育工作党委、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四川北路街道党工委协办的

“情景党课《电波不逝，信念永存》暨

李白烈士故居重新开馆”活动日前

在李白烈士故居举办。丰镇中学、格

致中学、红旗小学等新一届“李白中
队”被授牌，他们和“虹口记忆传讲

工作室”主讲人张家禾教授形成了
一老一少的宣讲新组合。

1987年 5月，李白烈士故居对
外开放，陈云同志题写馆名。在中国

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之际，故居全

面升级后重新开放，展陈主题为“电
波不逝，信念永存”，运用“声、光、

电”技术，展陈形式丰富饱满，立体、
全面地展现了李白烈士的功勋业

绩、崇高精神。

本次展陈新增了李白烈士的家

谱、李白同时期的老电台、李白在良
友糖果店使用过的保温桶，李白的

烈士纪念证书等一批珍贵物品。电
台元素随处可见，整个展厅设置了

发报的声音特效，营造电波永不消
逝的意境。此外还加入多个媒体互

动装置，观众可观摩电影《永不消逝

的电波》、看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等视频，也能欣赏宋怀强关于李白

家书的朗诵等。故居还保留发报互
动体验区，让观众可以学习摩斯电

码小知识，体验发送电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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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
百集融媒体产品 55

坚持人民至上，
共产党人接管上海后迅速赢得民心

    今天播出第六集《上海的新生》，以南京路的修葺为

例，讲述中国共产党人用实际行动对西方人关于治理能
力的质疑予以坚决回击，为人民谋利益的感人故事。

《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上海解放特辑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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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疫情下， 上海依然是外企
们纷至沓来的热土。上周，上海市市
长龚正为新认定的 30家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和 10家研发中心颁发证
书。相隔仅一天，上海自贸区全球营
运商计划发布了最新的 “成绩单”，

实施半年来， 累计梳理企业提出的
192个实际问题， 其中 130条已协
调解决， 另有 62条将在持续推进
中。这些需要打通的“堵点”，有望成
为营商环境的制度创新“源点”。

全球体外诊断领域的先锋企
业———奥森多医疗近日在浦东外高
桥启用全新的生物科技创新中心，

这是奥森多除美国总部外最重要的
一个全球创新研发平台。 在启用仪

式上， 奥森多医疗中国区总裁林妍
特地提及上海自贸区 “全球营运商
计划”，表示该公司一直想进一步做
大市场，但之前由于诸多问题制约，

一直没有很好的方式突破， 在了解
到“全球营运商计划”后，马上积极
加入了该计划。

针对企业的发展需求， 政府部
门专门建立了涉及多个职能部门的
营运商计划服务专班，不仅解决了企
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更坚定了奥森
多总部在上海自贸区发展的信心。

“未来奥森多医疗器械贸易（中国）有
限公司将承担集团内部更多的职能
角色， 加速全球关键市场战略布局，

推动成为面向全球、运作全球和配置
全球的高能级功能总部。 ”林妍说。

和奥森多升级发展曾面临的隐
形“堵点”相比，英国老牌制造企业

埃迪沃兹在上海的公司则碰到了实
实在在的“拥堵”。埃迪沃兹贸易（上
海） 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坚曾吐露过
一个烦恼， 由于维修件出入区手续
繁琐，如果碰上交通拥堵的日子，需
要一整天时间才能完成通关手续，

有时甚至会影响交货。 营运商计划
专班得知后，主动跨前一步，提出了
在现有海关系统框架下优化的解决
方案，先入区再报关，现在企业半小
时就能解决通关问题。“这让我们能
保持更快的全球响应速度， 在国际
市场上更有竞争力。 ”许坚表示。

在疫情下上海吸引外资依然能
“逆势飞扬”， 关键是更大力度强化
全面赋能、精准服务、法治保障，让
外资企业看好上海的未来。 上海自
贸区推出的 “全球营运商计划”，力
争用 3—5年时间， 培育一批在贸

易、投资、供应链及研发等方面可以
汇聚和配置全球资源的优质企业；

用 5—10年时间， 培育一批真正意
义上的全球营运“头部”企业，在细
分领域内占据全球统筹领导地位，

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形成引领示
范效应。

要实现这样的愿景， 需要直面
阻碍市场活力的瓶颈， 并寻求制度
性的“破题”。 上海曾经完成了不少
看似“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并成为
营商环境“教科书”式的鲜活案例。

从星巴克臻选烘焙工坊到 “山姆速
度”，背后是“店小二”们“保姆式”的
贴心服务； 上海自贸区更是首创了
“只说 YES不说 NO”的“窗口无否
决权”制度，由此“倒逼”出了一系列
政府服务的创新之举。

在全球营运商计划中，已经解

决的问题令人欣慰， 更令人关注的
是 62 条仍在持续推进中的难题。

“针对企业在全球资源配置过程中
遇到的瓶颈和难题， 加以研究和突
破，这种战略服务是更高的目标。尽
管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涉及贸易便
利化、特殊人才落户、税制改革等领
域，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但为下一步
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上海自贸区
管委会副主任、 保税区管理局副局
长陈彦峰如是说。

上海正着力打造国内大循环的
中心节点、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
链接， 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浦东新区正在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引领区，勇当更高水平改革开放
的开路先锋，全力支持外资企业深耕
上海、做大做强，最终实现市场活力
与开放之城比翼齐飞、相互成就。

让“堵点”成为制度创新“源点”
宋宁华

李白烈士故居全面升级后重新开放

红色电波不逝 革命信念永存

    本报讯（记者 孙云）百余年

前，年轻的毛泽东在黄浦江畔送别
一大批有志于改变国家和民族命

运的青年远赴法国勤工俭学，探索
救国救民的真理。周恩来、邓小平、

聂荣臻……一个个响亮的名字，从
此与杨浦滨江有了紧密的联系，直

到今天，他们的故事仍在这里被不

断传诵。

昨天下午，杨浦区文明办联合
区区级机关工作党委，以接力诵读

的形式，在红色基因浓厚的杨浦滨
江诵读经典，传播红色文化，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在杨浦滨江诵读红色经典

①
    四成里，上海巨鹿路 391弄，一

条新式里弄。正对弄口的便是 12

号，如今是一幢普通的三层民宅，而

在 1930年 9月，这里门口挂出电器
工厂的牌子，实则开办了中国共产

党的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在纵横
交错的弄堂小巷中，“听风者”训练

营悄然运转（见右图）。

红漆木门、木窗，如今的四成里
12号还保留着过去的模样。狭窄的

木楼梯、几个不大的房间，当年要容
下 20多名教师和学员在此学习、吃

住，颇为拥挤。但鉴于当时严峻的革
命形势，建立党的无线电通信站、培

养无线电技术人员迫在眉睫。
12号门口挂出了“上海福利电

器公司工厂”的牌子。学生平时穿工
作服，自称工人，教职员对外则自称

经理或工程技术人员。出于安全考

虑，学员平时不能随便外出，对外联
系必须通过组织，并在三楼窗口放

了花作为安全信号。
对外挂牌电器工厂，却不见电

器原料进入，不见产品出厂，听不到

机器声，这些反常现象引起了法租

界巡捕的注意。1930 年 12 月 17

日，一群巡捕突然冲了进来，逮捕了

正在上课的 20名教师与学员。幸好
有学员机智地撤走了三楼窗口的信

号，才使得训练班负责人李强等在
外人员避免落入险境。

当年这里是法租界。在上海社

会科学院学者张晓栋看来，如此大
型的无线电培训班为何选址在这

里，还有待研究。
不过，四成里有着得天独厚的

地理位置。四成里与马路对面的明
德里弄口相对，明德里的另一头紧

挨公共租界，这意味着当年只要穿

过明德里弄堂，就可以迅速又隐秘
地进入公共租界，便于撤离。

此次记者与张晓栋一起实地探
访时，也有新的发现。四成里弄堂本

身比较小，但 12号天井一侧的山墙
紧邻隔壁的大弄堂，“如果有人从这

里翻出去，就到另一个弄堂里去了，
想要抓住他就难了。”张晓栋说，弄

堂四通八达，纵横交错，或许就成了
天然的庇护。

当年，训练班在这里只办了 3

个月便遭破坏，但革命的脚步没有

停止，李强等人继续在上海分散培
训，培养了一批无线电技术人员。而

被捕的 20人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

却无一泄露党的机密，后被判处有
期徒刑。有 4人在狱中不幸病逝，其

他人在 1936年才被释放，之后大多
又继续投身革命事业。

本报记者 李若楠 陈炅玮 刘慧琴

石库门内藏“听风者”训练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