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毛地变幸福滩，1 年余，8 万多棵树

扎根荒滩，达到 95%成活率。上海有一家国

企，默默在青海海南州德吉滩种了 1500亩

生态公益林，山杏、丁香、云杉茁壮成长，成
为“中华水塔”三江源的守护屏障。

2020年，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主导启
动“中国太保三江源生态公益林”建设。林

木每生长 1立方米，平均约吸收 1.83吨二
氧化碳。中国太保方面表示,希望通过这个

项目积极探索聚集全社会的力量推动三江

源生态保护和精准扶贫的新路径。

地处进入三江源核心地区的东大门，
几年前德吉滩还是黄沙漫天，严寒、缺水、

大风使得栽下的树木难以存活。中国太保
请来上海园林集团全程参与建设，科学规

划、合理配置树种。
太保公益林首批护林人之一扎西，带

着附近几个村 40多人，一同参与到了林地
的种植养护工作中。他感慨道：“每个参与

公益林种植的村民每天可以拿到 140 元，

比外出打工赚得多，还学到了许多植树造

林的技术和经验！”据统计，太保公益林一
期建设项目共用工 4万人次，务工人员全

部来自海南州共和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平均每户增收 12000元。二期项目已为附

近村庄 200余人解决了就业问题。
迄今，一期、二期生态公益林已建成。

2000多万元资金来自于太保员工的捐款。

一年多过去了，新添的这片广袤绿色，
变成当地居民休闲游玩的景点，青年拍婚纱

照的摄影基地。在藏语里，“德吉”为幸福之
意。生态公益林筑起绿色屏障，高原上的德

吉滩真的成为“幸福滩”。 本报记者 谈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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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 新四军在民族危难中浴血

而生，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华中地
区敌后抗日的一支主要武装力量。 在抗

日战争中，新四军将士顽强拼搏，奋勇杀
敌，赴汤蹈火，前仆后继，为抗日战争的

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这座光荣的城市， 吸引和孕育

了大批仁人志士， 铭刻了众多革命先驱

的英雄事迹。 抗战中新四军与上海人民
紧密配合，相互支持，相互依托，团结对

敌，协同作战，开创了城市地下党斗争与
根据地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新局面， 锻造

了新四军与上海人民的血脉深情， 树立
了全民族抗战的光辉典范。 在解放上海

战役中， 作为主力部队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三野战军就是由新四军、 八路军逐

步改编而成。 2005年上海新四军广场在

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公园内落成， 成为
全国第一座以新四军为主题的纪念广

场，成为铭记光荣历史、弘扬铁军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的城市地标。

时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新四军军部重建 80周年，上海市新

四军历史研究会联合上海中共党史人物

研究中心向全国新四军后代发起 “光荣
城市 铁军印记———‘我的父辈’ 新四军

后代主题征文活动”，写下父辈与上海有
关的革命事迹和光荣往事， 通过文字表

达永远的缅怀和纪念。

请拿起笔，穿过历史的风尘，共振血

脉的记忆，让我们一起讲好党的故事、革
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

光荣城市 铁军印记———“我的父辈”新四军后代主题征文活动启动
■征文规则
一、主办单位：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上海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中心

承办单位：《大江南北》杂志、上海福寿园人
文纪念馆

支持单位：福寿园国际集团
二、征集对象：全国新四军后代
三、征文内容：父辈与上海有关的革命事迹和

光荣往事
四、征文体裁：真情实录，体裁不限
五、征集时间：2021年 10月 12日起
六、征文说明：

1、稿件字数不少于 1500字，照片不少于
5张（大小 1M以上）。

2、稿件内容确保真实，符合征稿主题。不
得杜撰、编造、歪曲、违背史实，不得违反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3、稿件须为原创，涉及肖像权、著作权等
事宜由投稿人自负。

4、所有稿件经评审后，确属优秀的将由
主办单位负责结集出版并延展融媒体文创产

品。同时择优在公众号、杂志、大众媒体上予以
摘录、选登（按国家标准支付稿酬）。

5、接受出版的稿件，主办单位将与投稿

人签定正式出版合同。
七、投稿及联系方式：
请投稿人将电子文稿（含图片），以及文稿名
称、作者简介(200 字以内)、联系电话等信息发
送至邮箱：bwg@fsygroup.com

联系人：罗老师 021-39820026*105
李老师 021-39820026*35

    继创下旧改“加速度”之后，虹口

17街坊再次取得重要突破———顺利完
成“场所联动”股权转让，昔日“洼地”已

蝶变为上海同类旧改项目的新高地。
和很多二级以下旧里一样，虹口区

17街坊的居民们一直过着手拎马桶、
合用灶披间的生活。在江西北路生活了

近 80年的陈阿婆回忆道，因为没有洗

澡的地方，有些老人一个月不洗澡。
“2016年，我们盼来旧改喜讯，弄堂内

变得格外闹猛。”陈阿婆回忆道。一个多
月后，传来消息：因为资金不够，旧改暂

停了。
2019年 3月，陈阿婆从居委获得

旧改重启的好消息。当年 6月底，陈阿
婆和邻居们见证了 17街坊房屋征收高

比例签约揭牌。全货币补偿方案的她拿
到了一笔征收补偿款，和老伴如愿搬入

电梯房内养老。
上海旧改“加速度”从何而来？上海

地产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城市更新
发展公司董事长赵德和介绍说，上海城

市更新发展公司与虹口区虹房集团等
区属国资企业投资成立了区级城市更

新公司，具体负责旧改地块的改造实
施。这一“政企合作、市区联手、以区为

主”新模式，为旧改地块的顺利启动提
供保障，加快旧改流程。依托新机制，上

海地产与相关区合作参与旧改地块 70

个，涉及动迁居民 6万多户，占全市成片二级旧里

以下旧改任务的 60%。
如何将旧改“洼地”打造成“功能提升、经济发

展、城市治理”的高地？上海地产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冯经明表示，上海地产以开放的态度引导市

场力量积极参与，让最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据
悉，虹口区 17街坊项目成为国内首个“场所联动”

招商合作模式的旧区改造项目，顺利实现了综合

土地市场与产权市场特色的择优遴选招商目标。
未来，“场所联动”招商股转的机制将在更多地块

中应用。
记者从上海市旧改办工作专班获悉，截至 9

月底，上海中心城区已完成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
屋改造 62.8万平方米，涉及 3.2万户居民，占全年

计划任务的 90%、94%。 本报记者 杨玉红

    在“50后”“60后”的心目中，大白兔奶

糖、光明牌冷饮、梅林午餐肉是陪伴他们长

大的童年味道，而在“90后”“00后”的购物
车里，它们变身为大白兔雪糕、大白兔牛

奶、“猪大萌”午餐肉，成为博主测评的热门
单品。这些“火出圈”的“老牌新品”，全部来
自光明食品集团。

曾是亮眼的“金字招牌”，却不是市场

经济中的“免死金牌”。旗下拥有 17个老字
号品牌的光明食品集团，面对市场的淘洗，

也在争取年轻人的青睐。如何盘活手中的

上海老品牌？光明人选择了“创新”。

2020年 3月，大白兔光明联名雪糕横
空出世，不但复刻了大白兔奶糖的浓郁奶香

和咀嚼口感，还“拿来”经典的蓝白配色包
装，俨然是一支冰冻版“大白兔奶糖”。“对于

消费者来说，这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情
怀，而对于我们来说，是光明冷饮和冠生园

之间的‘天时地利人和’。”光明冷饮市场总

监张楠告诉记者，短短一年多，大白兔雪糕
不仅从“网红”卖成了“长红”，销售额达到亿

元级，而且扬帆出国，相继成功进入美国纽

约、洛杉矶以及新加坡等海外市场。

大白兔奶糖的创新之路如兔子般跳脱:

大白兔奶糖味的润唇膏、香水、牛奶、冷饮

等层出不穷，还有一大波的文创产品，掀起
了一次次的“回忆杀”。“我们不是为了创新

而创新，为了跨界而跨界，而是要传承和创
新兼容并蓄。”冠生园副总经理沈晴峰说。

这些站在市场一线的“光明人”发现：

过去在社交媒体上，消费者会“心疼”光明
冷饮不涨价，现在则热议又出了什么新

品；过去在超市里买罐头、棒冰和奶糖，全
家人一起吃，如今会拍各种开箱测评的视

频，在网上“晒着吃”，进击的老字号开始
自带流量。 本报记者 张钰芸

    一个多月以前，以色列海法新港码头

顺利投入运营。这个以色列 60年来的首个
新码头，也是迄今为止地中海东南岸最先

进、最绿色、建设速度最快和成本最节省的
码头，由上港集团打造。

“回顾整个项目的历程，从 2014 年开
始筹划，2015 年投标并中标签约，2018 年

开始接收地块并全面建设，直至正式开港，

经历了 2000多个日日夜夜。这期间，受到
了规划调整、全球疫情、异常天气和地区冲

突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上港集团副总裁方

怀瑾回忆说，在各方支持下，项目团队夜以
继日、争分夺秒，确保了海法新港码头按计

划投入运营。

按照当地航空管理局和当地相关标准
强制规定，项目桥吊和轨道吊的颜色必须

为“橙色+白色”，而不是上港集团传统的
“红色+白色”方案。团队通过举例说明和详

细解释，最终还是改变了以色列当地传统
的标准。如今，红白相间、巍峨雄壮的桥吊

在地中海东南岸一字排开，铭牌上“上港集

团”字样格外醒目。
海法港成功复刻上海港“智慧大脑”，

仅用时三年就建设完成并开港，并产生了
许多提升以色列港口行业的新规则。这也

是我国企业首次向发达国家输出“智慧港
口”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

2020年，全球港口运行受到新冠肺炎

疫情严重冲击，但上港集团全年完成集装
箱吞吐量 4350 万标准箱，同比实现正增

长，连续 11年位居全球第一。预计 2021年
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有望再创历史新高，

继续领跑全球。 本报记者 叶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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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牌有匠心 新品成网红

以色列码头 树起“上港红”

栽活公益林 守护三江源

老牌新品“火出圈” 先进经验走出国

上海国企争做
经济发展“力量担当”

    2016年 10月 10日，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
设工作会议召开，为新形势下做强做优做大国
有企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5年来，上
海国企全力推进党的建设和改革发展创新等各

项工作，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本报记者撷取
四家国企在改革发展中的片段，展现国资国企
在上海经济发展中的“力量担当”。

▲  “大白兔”奶茶快闪店提供六种口味的奶茶，还提供抱枕、文件夹、润唇膏等文创产品，充满怀旧范儿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