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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记者 屠瑜）新年第

一个工作日，长宁区正式成立虹桥

国际中央商务区东虹桥发展办公

室。作为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长宁

片区的实体运作机构，东虹办承担起

国家战略的重要平台支撑作用，提

升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格局和视野。

长宁区正努力打响“最虹桥”品

牌。下一步，长宁区将提升虹桥临

空数字经济特色产业园能级，积极

创建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争取

引进数字仲裁机构等平台功能。打

造数字化转型体验馆、长宁片区城

运中心等重点平台，实施海外人才

回国“首站计划”，加快推动东虹桥

中心暨盒马跨境GO等特色平台落

地。加快联影医疗产业园等重点

项目建设进度。力争开展外环线抬

升首批配套道路立项申报、机场1号

航站楼蓄车场等重点项目开工。

长宁区今成立
东虹桥发展办公室

追梦之行 始于足下
宋宁华

新民眼

2022年第一个工作日，全市重
大项目集中开工！虽是寒冬，热火
朝天的场景却让人如沐春风。
浦东，集中开工的“主战场”。

潮涌东方，令人神往。这里是全面
打造浦东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引领区的热土；这里是立足上海、面
向长三角、服务全国的国际综合交
通枢纽；这里是承载着国家战略，瞄
准重大产业需求、民生需求和未来
发展的自主创新策源地……
宜明昂科总部暨生物药产业化

基地是本次集中开工的分会场之
一，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田文志是海
归博士，微信名“追梦人”。今年是
他回张江创业的第11个年头，从
“光杆司令”到带领上百人的研发团

队，熬过最冷的创业寒冬，终于迎来
由药品研发到生产一体化发展的新
生。“新的一年，我们要向着有全球
影响力生物医药公司的梦想加油。”
经历艰难险阻，依然矢志不渝，

田文志是许多上海创新创业者的缩
影。刚过去的2021年，面对世纪疫
情和百年变局交织的严峻形势，面
对“十四五”开局起步的繁重任务，
上海统筹抓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全力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2022年，迈上新征程，“追梦人”

们如何谋定快动、再出发？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提出，2022年“政策发力要
适当靠前”。上个月召开的上海市委
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明确了牢牢把
握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稳字
当头，稳住经济基本盘，积极推出有
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切实担负好稳

增长责任。如何平衡“稳”和“进”的
关系？一季度要“开好局”、实现稳增
长，各项政策要靠前发力，重点工作
要提前部署，重点企业、重点区域要
赶前快进，确保实现良好开局。
此次集中开工，正是上海“比学

赶超”“赶前快进”的生动体现。从
重大项目中可以看出，“举全市之力
打造浦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
区”已按下“快进键”，从蓝图诉诸行
动，从轨道交通、主干道路、交通枢
纽的基础设施建设，到集成电路、生
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布局，充分发挥
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的牵引作用，
支持浦东在做强创新引擎、改革系
统集成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
取得重大突破。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中长

期发展的根本战略选择，也是规划
上海新一年发展的重要战略基点。

新发展格局下的“稳中求进”，不是
一味追求速度的“进”，而是以高质
量发展为基调的“量质齐飞”。在此
次集中开工的重大项目中，既有“五
型经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包括
污水处理、健康医学等民生项目，体
现出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城
市建设齐头并进的新发展理念。此
外，和新城建设配套相关的项目，聚
天下英才而用之，“中心辐射、两翼
齐飞、新城发力、南北转型”的城市
空间新格局呼之欲出、不断优化。
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开

工只是起点，提气振奋的集中开工
背后，市区各级部门的“店小二”们
一手抓项目开工，一手抓项目竣工，
全力保障项目早建设、早竣工、早投
产；确保重点项目“开工一批”“竣工
一批”。曾缔造“特斯拉速度”“山姆
速度”传奇的上海还在自我加压，奋

力创造新奇迹。2021 年 12 月 29
日，上海宣布了最新出台的《上海市
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实施方案》，意味
着在新的一年里，上海优化营商环
境的5.0版即将上线。自2017年以
来，上海瞄准最高标准、最好水平，
从1.0版到4.0版，连续4年出台优
化营商环境的上海方案，5.0版的
“升级”则更上一层楼，将把上海打
造成为贸易投资最便利、行政效率
最高、政府服务最规范、法治体系最
完善的一流营商环境标杆城市，提
升上海城市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力量生于团结，幸福源自奋

斗。2022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无论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愿
景，还是每个人心中设定的小目标，
都需砥砺奋进、付出更为艰苦卓绝
的努力。追梦之行，始于足下！

本报讯（记者 郜阳）市卫健委
今早通报，2022年1月3日0-24时，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解除

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1例。

无症状感染者1，51岁，无症状

感染者2，59岁，2人系外地来沪人

员，接外地协查后，即对2人落实隔

离管控，经市、区疾控中心核酸检测

结果为阳性。经市级专家会诊，综

合流行病学史等，2人诊断为无症

状感染者。

据悉，根据国家和上海市有关

规定，对无症状感染者实施至少14

天隔离医学观察。隔离医学观察期

满且连续2次核酸检测阴性，可解

除隔离医学观察。

截至今天8时，累计排查管控

相关人员1040人，核酸检测结果均

为阴性；采集环境样本164件，除17

件样本（系两名无症状感染者驾驶

车辆内样本）核酸检测阳性外，其余

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相关环境

均已落实终末消毒。

目前，已追踪到2名无症状感

染者在本市的密切接触者39人，均

已落实集中隔离观察。

据国家有关规定，境外输入性

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涉及区域不划

定疫情中高风险地区。

当前国内外新冠疫情依然严峻

复杂，请市民继续加强自我防护，坚

持“防疫三件套”，牢记“防护五还

要”。外地来沪返沪人员在抵沪后

开展7天的自主健康监测，其间每

天早晚两次自测体温，减少不必要

的人群聚集活动，规范佩戴口罩。

上海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

我与
照片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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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黄小手册
讲述大历史

“方圆”，30多年前新民晚报

体育版的主持人，每周出一个热

点话题，开辟热线291576，邀请

球迷朋友议论风生，畅抒己见，以

专栏形式粉墨登场，广受欢迎。

青葱岁月，我痴迷于体育赛

事，对各路体坛明星如数家珍，

遇到合适题目，不时去信发表感

言，参与讨论，并有幸经常在版

面上亮相。虽然仅有几行字的

“雪泥鸿爪”，但几乎大半个上海

滩都看得到，翌日碰到亲朋好

友，第一句招呼语通常是：“昨天

又在夜报里看到侬啦！”后来，

晚报体育部“开门办报”，我成了

这个专栏的首位客座主持人，帮

助整理归纳读者来信、来电中的

观点。一来二往，认识了时任体

育部主任彭正勇、副主任徐世平

等老师，他们待人都很客气，对

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普通读者予

以鼓励和指点。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9年9月

23日，新民晚报评出“方圆之友”

（十大球迷），我忝列其间。这么

多年过去了，部分“方圆之友”还

保持着联系，不时聚首，共叙新民

晚报之缘，并继续为中华运动健

儿摇旗呐喊。

黄沂海 供图 杨叶 整理

难忘新民晚报
体育版上的“方圆”

如果上海街道有记忆，一定难忘

这一画面——1949年5月27日晨，潮

湿的路面上，躺着满身征尘的解放

军，它也一定记得上海市民的感叹：

“没见过这样好的部队！”

73年后，画面定格为照片，出现

在离南京路不过数百米的格致中学

大屏幕上。比照片更珍贵的，是巴

掌大的手册——那是当年战士们绘

成图片、挂在背包上，一边行军一边

学习，做到“人人熟记，个个做到”的

《入城纪律》。战士的书页已经泛

黄，可人民军队“文明之师”“仁义之

师”的精神风貌，始终鲜亮如新。

钢铁的纪律
今天上午8时，“百物进百校，

百讲证百年”中共一大纪念馆百件

革命文物进课堂活动走进格致中

学，也开启该校2022年新年第一

课。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书记沈炜

为同学们摇响新年第一课的开课

铃。新民晚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总

编辑马笑虹，中共黄浦区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王玉峰，中共一大纪念馆

党委书记、馆长薛峰等出席活动。

“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

南京，兵锋直指不远的上海。部队

却在江苏丹阳停下来，对各级军政

干部集中开展入城教育，其中一项

关键任务就是整肃军纪……时任第

三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特令司令

部编印了这本《入城纪律》的小册

子，共十二条。”随着一大纪念馆宣

教专员张欣怡动情讲述，台下的高

一学生被手册背后故事所吸引。

“一切入城的机关及部队必须

遵照军管会所指定的房屋居

住”……《入城纪律》里，陈毅再三嘱

咐要写入“不入民宅”这一条：“入城

纪律搞不好，以后影响很难挽回。

这一条一定要执行，说不入民宅就

是不准入民宅，天王老子也不行！”

也正因如此，《入城纪律》也成了人

民解放军严守铁律最好的见证。

历史的复习
巧的是，同学们今天就要迎来

历史期末考试，这无疑是最特别的

“复习”。“为什么陈司令员把解放上

海的军事策略形容为‘瓷器店里捉

老鼠’，谁能解读？”“当时上海有那

么多楼房，又正值梅雨，解放军为什

么不进楼睡？这体现了怎样的精

神？”历史老师黄宇兰以《城市的荣

光——博览状况的上海战役》为题，

给同学们上了一节微课，也启发学

生对身边的土地有更深的了解。

“格致中学有着‘爱国·科学’的

优良传统，走出一批批革命志士。”校

长吴照则用1940年校友、我国著名

外交家吴学谦的求学故事，鼓励同学

们传承红色基因。曾经，家人将吴学

谦送入当年的“格致中学”求学，为的

是进洋行，“挣大钱”，但在民族危亡

之际，吴学谦在老师余之介的引导

下，毅然走上革命道路。他曾任格

致公学地下党支部第一任书记，引

导一批进步学生参加学协、加入共

产党，开展抗日宣传。“今天的青年

学子要夯实学业基础，把美好青春奉

献给‘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为世界谋大同’的伟大事业。”吴照勉

励同学们。 首席记者 陆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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