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定昆山太仓
共话《两辆红旗车》

红 色长三角红

   “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

略， 布局建设综合性国家技术创
新中心， 为提升区域整体发展能

力和协同创新能力提供综合性、

引领性支撑。 ”

———2020年 3月，科技部、财
政部出台的 《关于推进国家技术
创新中心建设的总体方案》 中提
出。 根据科技部的意见要求，明确
由上海市牵头， 协同苏浙皖三省
共建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作
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重要
组成，推动长三角区域成为全球科
技创新中心和未来产业高地。

“建设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

中心意义重大、任务艰巨，要践行
国家战略，突出一体化和高质量，

以‘1+1+1+1=1’的思路来运营建
设，充分发挥三省一市合力。 ”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指
出， 中心要立足长三角而不限于
长三角， 创新思路举措集聚全球
创新资源。 中心在一体化建设方
面，要发挥好长三角优势，重点围
绕平台、队伍、领域、科研等方面

展开探索。 强化顶层设计，出台实
施建设方案、 运营方案和工作方
案， 扎实推进长三角国家技术创
新中心建设， 助力长三角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 为全国提供高水平
科技供给。

“在总体定位上，创新中心立

足于国家重大区域创新战略需
求， 定位于实现从科学到技术的

转化，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
重大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为核心

使命，开展跨区域、跨领域、跨学
科协同创新和开放合作， 力争突

破一批重点产业关键技术瓶颈，

产出一批重大技术成果， 推动长

三角若干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
高端， 为长三角区域成为我国经

济发展强劲增长极提供坚实的创

新支撑。 ”

———上海市科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

“共建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

中心， 是三省一市全面贯彻落实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战略， 强化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建设， 促进长三角区域
向全球产业高地升级转化的重大

举措。 ”

———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
心负责人、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
院院长刘庆介绍， 将以促进产业
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为关键，有
效集聚全球创新资源要素， 有序
对接长三角重大技术需求， 努力
建设成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 助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

展的核心引擎。

“在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

的建设当中， 我们要推动长三角
地区各种创新资源在安徽集聚，

建立科研成果转化的平台， 促进
长三角地区的科研成果， 也促进

一批国家科技重大研发的成果能

够到安徽落地转化。 ”

———安徽省科技厅厅长罗平
指出， 目前安徽省已制定了长三
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安徽分中心
建设方案， 下一步还要在联合攻
关上加大力度。

“长三角区域是双循环的重

要承载地， 三省一市制造业水平
较高，同时市场消费能力较强，外

向型经济水平靠前， 是我国双循

环发展的第一典范， 诸多有益探

索将成为当下特殊形势下其他区
域发展的经验和借鉴。 ”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张
宓之博士表示， 长三角国家技术
创新中心的成立能加强科技协同
创新赋能区域发展， 更有利于加
强重点领域关键技术协同攻关、

重要成果区域转化、 促进产业链
协同， 从科技创新角度推动长三
角率先形成内循环， 打造成国家
技术创新体系的战略节点、 高质
量发展重大动力源。

“长三角一体化一个很核心
的问题就是协同创新， 希望能在

创新层面上有更多的合作， 把产
业链的上下游、创新链一体化，提

高创新的效率。 ”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创
新创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柳卸林
认为， 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就是一个跨区域的创新中心和平
台， 能够合力解决一些区域的创
新协作。

黄佳琪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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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点带面集聚全球创新力量
    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进程迈上新台阶。 在日前举行的 2021 浦江创新论坛全体大会

上，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揭牌。未来，中心将围绕长三角重点领域推动一批关键技术

突破。

立足长三角而不限于长三角，集聚全球创新力量，吸引全球高层次人才，以点带面支

撑高质量发展，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将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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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大王”黄震良
传播长三角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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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云纪念馆的展厅里，放着两辆红旗车，在这两
辆车子的背后，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上周，在嘉
昆太党史学习教育联学联动启动仪式上，黄震良作为上
海嘉定区宣讲员代表，和江苏昆山、太仓两地的宣讲员
联合带来首场故事宣讲《两辆红旗车》，结合三地方言的

特色演绎，短短 6 分钟的故事，让现场观众忍不住连连
叫好。

黄震良是这场故事宣讲的策划者，作为嘉定区的曲
艺“活招牌”，他被称作“故事大王”，从兴趣到事业，20 多
年来，一直都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说党史、讲故事。

耳濡目染的情怀
嘉定一直有讲故事的传统。

上世纪 80年代，嘉定的故事创作

和演出活动层出不穷，几乎每个
月都会有一两场演出。黄震良从

小痴迷听书，高中时就拜师学艺，
走上了评弹的道路。

1985年，各种新文艺来势汹

汹，传统艺术受到冲击，评弹开

始走下坡路。“一开始我们出去
演出，现场是可以坐满 300 名观

众的。到后来，只剩下三四十位
评弹‘老听客’，其他人都去看电

视了。”
那时的黄震良刚成家，生活

的压力和事业的不顺，让他萌生

了转行的念头。于是，他就回到
了家乡嘉定黄渡，在当时的黄渡

文化馆从事群文工作。虽然身份
变了，但黄震良依旧做着他的老

本行———讲故事。因为有专业功

底，黄震良讲的故事比一般人更
加有吸引力，常常代表黄渡参加

比赛。
到了新世纪，信息越来越发

达，素材越来越多，但对黄震良来
说，故事反而越来越难讲。于是，

他拜著名滑稽表演艺术家王汝刚

为师，不断提升技艺。
黄震良曾写过一个故事，叫

《领奖风波》，说的是发生在改革
开放初期一个人不讲诚信偷换奖

券的小故事。情节一波三折，十分
吸引人。

2008年，黄震良对这个故事
进行了提炼和修改，再次搬上舞

台。2013年，《领奖风波》摘得国内
社会文化最高奖“群星奖”。在

2014年首届中国好故事（走马）
邀请赛中，黄震良荣获中国曲艺

家协会颁授的“中国故事大王”称

号。“故事也属于曲艺范畴，我把

事业越做越大了，身上就担负
着一种责任，我想我一定要把它

做好。”

曲艺巡演长三角
2014年，上海市曲艺家协会

开始推出曲艺党课，由协会成员

带团前往绍兴、杭州、张家港、苏
州和扬州等地公益巡演。“我们创

作编写了很多和革命前辈先烈有
关的作品，还写了现实生活当中

的优秀党员的事迹。”黄震良告诉

记者，这些作品涵盖评弹、上海说
唱、快板书和故事等曲艺形式，很

接地气，老百姓也爱看，“每次在
不同的城市巡演，我们还会找一

些有当地特色的节目来表演。”
在多年曲艺交流的基础上，

2018年底，长三角曲艺合作联盟
正式成立。从此，长三角在曲艺方

面的互动也变得更加紧密。

正值建党百年，嘉定区委宣
传部发起了长三角青少年红色经

典故事大赛。黄震良说，比赛可以

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
台，让小朋友有机会上台去演

讲，提高讲故事的能力和经验。
“但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赛，让他

们真正了解我们的新中国是怎么
来的。”

三地方言促交流
在《两辆红旗车》宣讲之前，

黄震良和太仓、昆山的两位宣讲

员并没有见过面。

“大家都不认识，而且因为时

间很紧，也没有空约着线下排
练。”在准备好故事后，黄震良和

另外两位宣讲员建了一个工作
群，决定在线上排练。

为了能体现三地宣讲员的特

色，他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不

用普通话，全部用方言。黄震良
说，现在到社区、农村作宣讲，用

家乡话的效果比用普通话好得

多：“因为对老百姓来说，方言拉
近了距离。”

用 3种语言，录了 3遍故事，

大家一听，就知道自己的优点在

哪里，缺点在哪里。“而且就像唱
歌一样，大家都在一个声部上发

声才好听。”从线上建群到正式
宣讲，仅仅用了一周的时间，嘉昆

太方言版的《两辆红旗车》赢得满
堂彩。

这次的宣讲也令黄震良大受
鼓舞：“故事虽然不长，但是突破

了以往长三角的交流模式，观
众反响很好，我想以后可以在

其他方面的合作上进行类似的
尝试。”

本报记者 吕倩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