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进 新征程 建功 新时代

老百姓的笑容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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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东海之上，晨光熹微，照亮繁
忙的码头。
巨大的塔吊将一个个集装箱

从远洋货轮上抓起，再逐一堆放整
齐。偌大的码头上，几乎看不到人
影——因为这里是上海洋山深水
港四期，是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全
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拥有最高的智
能化程度和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
去年，包括洋山四期在内的上

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4700万标
准箱，再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8.1%，连续12年蝉联世界第一，有
力支撑了中国外贸企业的进出口
物流需求，也为维护全球供应链的
稳定作出贡献。

今天上午，“奋进新征程，建功
新时代”大型主题采访活动正式启
动。耐人寻味的是，除了北京主会
场，启动仪式还设立了冬奥赛场、上
海、青海和宁夏这4个视频连线分会
场。上海分会场，就设在洋山四期
码头上。
这背后，显然有深意——洋山

港那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其实只
是一个缩影，它的背后，是肩负使
命的浦东引领区、临港新片区，如
巨轮劈波斩浪，扬帆远航。
记得一位临港新片区的挂职

干部曾说过，初到临港，印象最深
的就是同事们在走廊里穿梭的身
影。他说：“大家的步伐太快了，就
像在奔跑。”是的，梦想不会自动成
真，奋斗才是桥梁；目标不会自动
抵达，奔跑才有远方。上海是中国最

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但她的发展，
从来不仅为了自身，还承担着国家
战略，是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
先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排头兵。这是荣耀，也是使命，意
味着上海必须勇于挑最重的担子、
啃最硬的骨头，在奋进新征程、建功
新时代的道路上，继续走在前头。
除了上海洋山深水港和当下

最火的冬奥会赛场，这次主题采访
的启动仪式还在青海三江源、宁夏
闽宁镇设分会场，其中饱含深意。
三江源是长江、黄河、澜沧江

的发源地，是中国面积最大的自然
保护区，也是世界上水资源最为丰
富的地区之一，被誉为“中华水
塔”；闽宁镇是电视剧《山海情》故
事的发生地，风云脱贫路，山海定
乾坤。从中，我们不难读出新时代

中国的发展理念——不以牺牲生
态环境为代价，逐步消除贫富差
距，实现共同富裕。
这背后是非常朴素的道理：一

切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
人民幸福，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
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为庆

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上海市政
府新闻办与新民晚报社联合推出
“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百集
融媒体产品。其中，一位外国友人
的话让人印象深刻。他说，中国的
老百姓，脸上都挂着笑容。
这笑容从何而来？去年，笔者

曾到上海黄浦区中华路旧改基地
蹲点采访，亲历了老城厢居民走出
棚户简屋，搬进舒适新居的全过
程。上海旧改30年，留下的都是难

啃的硬骨头。中华路，一边是繁华
耀眼的外滩金融中心，而一街之隔
就是破旧逼仄的老城厢二级旧里，
很多居民还在拎马桶。当时，听说
旧改启动的好消息，居民脸上由衷
绽放的笑容，是如此动人心弦。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杨浦

滨江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
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上海这
些年，无论是“一江一河”贯通提
升，百姓共享；还是创新旧区改造、
改善居民生活；又或是推动老房加
梯，让“悬空老人”脚踏实地……这
一切人民城市建设的生动实践，正
是老百姓脸上灿烂笑容的由来。
在这越来越多的幸福笑容中，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城市的奋进、一
个国家的变迁、一个大党的青春、
一个时代的磅礴力量。

今年1月洋山四期集装箱吞吐量超60万标准箱创新高

上海港：智慧创新谋求新增量

■ 洋山四期自动化码头控制塔台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本报讯 （记者 金旻矣）到

2025年，基本建成具有上海特色的

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到2035年，

全面形成市场驱动、政府引导、企业

为主、社会参与、开放融合的标准化

工作格局，全面建成具有上海特色、

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高质量发展

标准体系……今天，上海举行新闻

发布会，介绍《上海市标准化发展行

动计划》（下称《行动计划》）情况。

副市长陈通出席。

此次《行动计划》坚持“创新驱

动、引领发展，突出重点、兼顾全面，

立足上海、服务全国，接轨国际、开

放融合”原则，聚焦落实国家重大战

略任务、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建设

人民城市等方面，提出“建设国际标

准化高地，率先打造高标准引领高

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开放示范城

市”愿景。

《行动计划》聚焦上海城市的特

点和需要。围绕产业能级提升，聚

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

大先导产业及电子信息、生命健康、

高端装备等六大高端产业，形成一

批先进标准，提升产业核心竞争

力。同时，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引领

民生相关的产品及商贸、旅游等服

务提升水平。推进养老、医疗等基

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聚焦超大

城市治理，加强城市安全运行领域

标准化建设，创新治理方式，用标准

讲好超大城市治理的“上海故事”。

加强国际合作交流，健全标准国际

化工作机制，推动上海优势领域参

与国际标准化活动。

《行动计划》聚焦创新引领。在

科技创新领域，加强关键技术领域

标准研究布局，将标准研制嵌入科

技研发过程，以标准化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

里”，形成科技、标准与产业有效衔

接和耦合互动。在城市数字化转型

领域，围绕经济、生活、治理三大领

域，进行标准创新，推进数字底座建

设与评价、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孪

生、数字安全、互联互通等标准研

制。在生态绿色发展领域，强化生

态环境标准实施，优化节能低碳标

准体系，推进绿色产品、绿色金融、

绿色农业、绿色供应链等标准体系

建设，制定修订一批符合上海实际

的地方标准，推动产业绿色化发展。

《行动计划》聚焦协同和保障。

夯实发展基础，建设一批新型标准

化技术组织；推动民营经济标准化

工作。强化组织实施，建立部市标

准化合作工作机制，深化长三角一

体化标准化工作机制。完善市、区

标准化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对

各区标准化工作的评价机制。强化

政策保障，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

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研究创设上海

市标准创新贡献奖，表彰做出突出

贡献的组织、个人、关键标准项目。

用标准讲好城市治理“上海故事”
《上海市标准化发展行动计划》出台

在洋山港四期码头，一艘艘国

际货轮停靠港口，装卸货物。一只

只箱体如同一块块积木，被准确无

误地“搭载”到各处。在这个全球

单体规模最大的自动化码头，26

台桥吊、119台轨道吊车、135台自

动化引导小车，各司其职，运转自

如。今年1月，洋山四期集装箱吞

吐量超6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19.8%，创开港以来月度新高。整

个上海港一月吞吐量突破435万

标准箱，创历史月度新高。

“数据新高点”，对连续12年

集装箱吞吐量全球第一的上海港

来说，来之不易又振奋人心。今

年，全球港口码头依旧面临疫情多

变、物流供应链持续拥堵等复杂、

严峻的考验，上海港创新发展，探

索求解，力争在去年实现吞吐量超

过4700万标准箱的新纪录上再创

佳绩。

置换岸线 增配岸桥
“去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

突破4700万标准箱，其中，全年国

际中转箱首破600万标准箱，同比

增长约14%。国际中转箱量是衡

量一个港口是否达到国际枢纽港

地位的重要指标。这个增量，离不

开精准、科学的疫情防控措施，离

不开一线作业人员的实干精神。”

上港集团生产业务部副总经理杨

焱滨介绍，去年6月以来，上海港

生产节奏持续处于历史高位，各集

装箱码头长期处于满负荷生产状

态，“我们要充分内部挖潜，提升硬

件，打开未来增长空间。”

上海港共有8个集装箱码头，

通过内部业务积极调整，今年将在

外高桥港区置换出187米的岸线

资源。“估算可以新增70万标准箱

的年作业能力，我们目前正在抓紧

梳理，争取今年7月启用。”

岸桥增配计划也为寻找新增

量打下基础。“去年全港共配置了

189台岸桥，到今年底预计增配10

台，分布在4个码头。”

上海港还推出“共享堆场”创

新服务：在外高桥沪东、明东两码

头间，以及洋山盛东、冠东两码头

间设立共享堆场，利用对方堆场提

升码头作业利用水平。洋山港区空

箱堆场、重箱堆场的建设也已全面

启动，预计今年将分别投产运营。

启用大屏 升级平台
在上港集团生产业务部的总

部大楼内，一块大屏引人注目，上

面清晰显示着各个码头的日吞吐

量、全港机械出勤情况、外集卡动

态、码头堆存量等数据。在监控人

员的电脑里，洋山四期的作业画面

可实时调取。

“这块在疫情暴发后启用的智

慧大屏，是上海港数字化转型的

1.0版，能利用大数据提升港口船

舶作业安排的预判性。船舶到港

存在不均衡性，有时这边码头船舶

排队，那边码头还有空泊位。现在

我们能紧急调度，让所有码头泊位

高效运转，资源利用率最大化。今

年，这块屏要升级为智慧港口生产

智慧数字化平台，重点是建设一套

外贸航线的管控系统。”

杨焱滨说，目前上海港覆盖的

外贸航线超过310条，疫情期间，

这些航线停靠的班次变得很不稳

定。“疫情后，欧美港口持续发生拥

堵，以往的稳定节奏被打乱，对生

产管理带来很大挑战，忙闲不均问

题突出。我们要通过数字化手段，

科学排摸这些航线在全球的航行

情况，准确预估实际到上海港的时

间，以此安排港区作业计划，并对

这些班轮的进出口销量数据、航线

的经济性数据作分析，便于未来为

各大船公司提供更多创新服务。”

在洋山港，5G智能重卡、超远

程指挥控制中心等都已启用，大数

据、机器学习、数字孪生等新技术

在港口的应用，也将为上海港建设

智慧港口带来更多可能。

加注LNG布局空箱
要创造新增量，更需要有未雨

绸缪、提前布局的战略眼光。

绿色低碳理念已深入航运领

域，随着越来越多双燃料船舶投入

运营，LNG（液化天然气）的加注需

求越来越大。上海港敏锐研判市

场，全力推进上海港船舶保税LNG

加注业务。今年1月，全球最大

20000立方米LNG运输加注船“海

港未来”轮落户上海港运营。

“一边装卸集装箱，一边补给

燃料，大大节约了国际班轮在港口

的周转时间。目前，‘海港未来’轮

已在洋山LNG码头实现首次试

靠。”上海上港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徐龙平介绍，上港集团将在

洋山港区为法国达飞集团国际航

线所有船舶提供为期10年的船-

船LNG同步加注服务，这将是上

海港、也是中国港口首次提供国际

航行船舶加注LNG燃料服务。

疫情期间，空箱“一箱难求”曾

是全球航运业最大的挑战之一，但

当航运业恢复常态时，现在拼命供

应的空箱极有可能成为一种负

担。上海港提前布局，与马士基、

达飞、地中海、长荣4家船公司形

成深度战略合资合作，打造上海港

东北亚空箱调运中心。

本报记者 叶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