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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今年

上半年，上海外贸经受住了疫情的

考验，虽然4月份进出口陡然深度

下探，但随着全市复工达产加速推

进，产业链供应链趋于修复，社会运

转逐步回归常态，进出口持续企稳

回升。6月份，外贸企业全力以赴，

奋力夺回因疫情耽误的时间，当月

上海市和上海口岸进出口双双由负

转正，同比增速分别达到9.6%、

2.8%，较4月谷底分别回升了46.2

个和41个百分点，走出了“V”形修

复态势。

依托6月份的强力拉动，上半

年本市外贸规模基本恢复到去年同

期水平，累计进出口1.88万亿元，同

比微降0.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9.5%。

总的来看，上半年上海市外贸

主要呈现以下亮点：

首先，外资和民营两大市场主

体保持充沛活力。6月，全市外商

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较4月的谷底

值增长近八成，民营企业增长超过

五成。上半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

口1.16万亿元，同比仅微降0.5%，

民营企业更是实现同比4.7%的正

增长。

其次，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

优势进一步凸显。上半年全市综合

保税区实现进出口2784.1亿元，同

比增长13.3%，增速比全市总体水

平高13.9个百分点，占全市进出口

的比重由去年同期的13%提升至

14.8%，成为拉动全市外贸的重要

增长极。

另外，生产资料进口采购逐步

回暖。随着跨境贸易环境逐步改

善，重点外贸供应链加快实现正

常运转，对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进

口形成有力支撑，6月份未锻轧铜

及铜材、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

状塑料等进口明显提速，三种产品

同比分别增长53.1%、16.9%、8.8%；

集成电路、汽车零配件同比降幅较

4月份分别收窄15.3个、12.3个百

分点。

从上半年数据看，上海外贸依

然保持充足韧性。目前，国内经济

运行总体稳中向好，在各项促进外

贸保稳提质措施的有力推动下，上

海外贸将顶住国际市场波动和外

需收缩的压力，预计下半年上海

市外贸进出口将进一步稳中提速、

稳中提质。

上海外贸上半年走出“V”形态势
6月份进出口较4月谷底回升超40个百分点

本报讯 台湾民主

自治同盟上海市第十三

次代表大会昨天在上海

展览中心召开。台盟中

央常务副主席李钺锋代

表台盟中央讲话，中共

上海市委副书记诸葛宇

杰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出

席开幕式并致辞。

中共上海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陈通，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莫负

春，副市长宗明，市政协

副主席虞丽娟，全国台

联原党组书记、会长梁

国扬出席开幕式。

大会主席团成员、

台盟十二届市委主委李

碧影致开幕词。市政协

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寿

子琪代表各民主党派市

委、市工商联和无党派人

士向大会致贺词。

大会通过无记名投

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台

盟上海市第十三届委员

会和出席台盟第十一次全盟代表大会代

表。会议期间举行的台盟上海市第十三届

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刘艳为台盟上

海市第十三届委员会主委，庄振文、李海

泳、陶寅琰、谢国群为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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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举行的上海宝山转

型发展全球推介大会上，宝山区

发布了《宝山区全面奋进北转型

全力建设主阵地行动方案》。《行

动方案》明确了“北转型”未来发

展主线——“主阵地、主城区、样

板区”。即打造成为创新主体活

跃、创新人才集聚、创新功能突

出、创新生态优良的上海科创中

心主阵地，现代化、创新型、生态

化国际大都市主城区和全市绿

色低碳转型样板区。

“这为宝山区未来发展明

确了战略定位，是一次重大的

历史机遇。”宝山区委书记陈杰

认为，“北转型”要跳出上海、放

眼全局，其不仅事关城市空间

的新功能，也关系功能提升的

竞争力。《行动方案》明确，到

2035年，宝山区要建设成为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际

化大都市的重要组成部分、长

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门户枢

纽、世界级沿海产业带的重要

战略支点、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的全国典范。

以产业转型为核，培
育千亿级新增长极

大会现场为“数智南大”产

业园、宝武（上海）碳中和产业园

两个新获批的市级特色产业园

区授牌。加上原有的上海机器

人产业园、北上海生物医药产业

园和超能新材料科创园，全市53

个市级特色产业园区，宝山已占

5席。从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

材料、数字经济到绿色低碳，这

正是“北转型”寻觅到的“新赛

道”入口。

在“战略性”制造业方面，

《行动方案》锚定人工智能、新

材料、双碳等新兴领域，提出要

打造具有科技属性的产业集群

和知名品牌。结合自身实际，

其定下了一串“目标项”，“十四

五”期间，力争新材料产业的产

出规模突破1500亿元；机器人

及智能制造产业的产出规模突

破1000亿元；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的产出规模突破300亿元；

生物医药产业的产出规模突破

200亿元等。

乡村振兴也注入更多产业

内涵。譬如，《行动方案》明确要

打造10个以上年游客量过万的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景点；试点

建设粮食生产无人农场等。

以空间转型为基，调
动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

会上，宝山区政府与宝武集

团、国网上海电力公司、光明集

团、东方国际集团、华谊集团、申

能集团、海通证券联合签署合力

推进宝山转型发展战略合作签

约。

未来，吴淞创新城将打造老

工业基地转型发展和城市更新

示范区。南大智慧城围绕形成

硬核科技集聚的新高地和高品

质城市建设的新典范。蕰藻浜

沿岸则将推进滨江工业遗存有

机更新，创新打造“一号湾科创

艺术生活圈”。

作为全市为数不多可进行

全产业链布局的城区之一，宝山

区还将聚焦“南总部+北制造”，

促进产业链一体化合理布局。

特别是，打好“大学牌”，充分发

挥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

经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优势，

形成包括环上大在内的创新创

业孵化链。

《行动方案》聚焦铁路枢纽、

骨干路网等加速建设，着眼打通

沿江沿海大通道，也打开城市未

来发展空间。一方面，建设面向

长三角综合交通网络的枢纽站

点，积极推进北沿江高铁、沪通

铁路二期等项目建设。另一方

面，在已有1、3、7、15、18号线贯

穿区域的基础上，新规划建设

19、21、22、24号轨交线，进一步

凸显轨交站点覆盖密集的优

势。 本报记者 郭剑烽

新规划建设4条轨交线，试点建设粮食生产无人农场……

宝山明确“北转型”未来发展主线

昨天，对于盲人咖啡师天保、

天佑两兄弟而言，是个大日子——

属于他俩的咖啡店开始试营业了！

店铺虽小 心思很巧
店铺看起来像一颗巨型橡果，歪

倒在华润时代广场的草坪上，想向大

家证明：歪果子也能有美好的明天。

这是国内首家由盲人担任咖

啡师和店长的小店，2020年冬天，

熊爪咖啡在永康路上开出首家公

益助残咖啡店，聘请聋哑人担任咖

啡师。听障人群从此多了一种就

业可能，那么视障人群呢？经过半

年多的筹备，7月16日，熊爪咖啡

店首家请盲人咖啡师担任店长的

“种子店”正式试营业。店铺不大，

但花足了心思——视障群体最害

怕突然失去方向感，因此操作台的

边缘被细心地用木材、不锈钢、橡

胶等材质分段包裹——不同材质

对应了收银区、清洁区、出杯区等

不同的操作空间，咖啡师靠触感就

能分辨自己目前所处的方位。店

里的全自动咖啡机经过专门改造，

不同形状的按键对应了不同的操

作，通过触摸就能轻易辨认。

重复训练 学会拉花
1999年出生的天保、天佑昨

天上岗为来探店的客人们免费赠

送咖啡：制作咖啡，配好吸管，递给

客人……中午一开店，兄弟俩就忙

个不停，两人的动作不算快，但都

很稳，来取咖啡的顾客都表示：“愿

意等一等，给他们多一点耐心。”

8个月前，天保还是个咖啡小

白，制作一杯冰美式对于天生没有

光感的天保而言困难重重。他只

能依靠不断练习，重复训练肌肉记

忆，才有可能成功。拉花，更是另

一件听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未见过一颗爱心长什么样的天

保依靠记住杯子倾斜的角度、拉花

缸的高度，反复摸索手感。好在，

他的身边从不缺乏鼓励的声音：

“没关系，我们再来，只要你不放

弃，我们就一直陪着你。”在重复训

练的2个多月里，这句话支撑着天

保直到出师。弟弟天佑以哥哥为

榜样，也成为了种子店的二号员

工。值得一提的是，天保和天佑兄

弟除了是种子店内的咖啡师，还拥

有店铺10%的股份，筹备初期全部

由天保自己打理。

昨天是种子店试营业的第一

天，爸爸妈妈外公外婆全家齐上阵

为天保、天佑加油打气。喝上儿子

亲手制作的咖啡，妈妈很激动，她

说：“种子店的开业为所有视障者

提供了一个新的就业方向，也让大

家知道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天保、天佑兄弟俩一块儿加入了

“蓝睛灵”公益组织，每周和视障小

伙伴、助跑员一块儿跑步。得知保

佑兄弟创业开店了，二十多名跑友

纷纷带着鲜花来祝贺。

收获爱 也给予爱
种子店的开业得到了许多人

的支持和帮助。创建于1960年的

意大利咖啡设备品牌锐玡，为天保

量身定制了一台盲人咖啡机，并且

无偿捐赠。大众点评通过技术能

力，让盲人可以通过“听”的方式快

速、准确地核销线上订单。

“一直以来，残障群体得到了社

会的许多关心和帮助，熊爪咖啡希

望能成为带着残疾人融入社会，回

馈社会的那道光。”熊爪咖啡创始人

之一天天说，7月初，保佑兄弟制作

了100杯冰美式送给附近街道的社

工，前天，又将70多杯冰美式和冰

拿铁送到一线医护人员手上。

据中国残联统计的数据显示，

中国各类残疾人总数已达8500

万，其中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

人数为881.6万。天天希望，种子

店能为更多残障人士种下希望，帮

助这一特殊群体融入社会、多元就

业、实现人生价值。

本报记者 陆佳慧

盲人担任咖啡师和店长
熊爪咖啡首家“种子店”试营业

■ 天保、天佑在店内为开业做着最后的准备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