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吉宁向全市广大新闻工作者和所有参加进博会
报道的媒体朋友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更好履行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
更好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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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 今天是第二十三个中

国记者节，市委书记陈吉宁向全市

广大新闻工作者和所有参加第五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报道的媒

体朋友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

的问候。

陈吉宁指出，在上海加快建设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的进程中，广大新闻工

作者牢记嘱托、砥砺奋进，深入记录

城市发展，积极反映人民心声，精心

描绘时代画卷，为全市上下奋进新

征程、建功新时代营造了浓厚氛

围。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

任务。全市新闻战线要把握正确政

治方向，把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与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紧密结合起来，与学习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精神紧密

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

合起来，与贯彻落实市第十二次党

代会工作部署紧密结合起来，更好

履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

唱响主旋律，凝聚正能量，更好地

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

前景。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守人民

情怀，坚持守正创新、认真践行“四

力”，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

新，以更多好报道、好作品展现上

海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的新作为、

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的新成效、在

实现高效能治理上的新图景。要

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做好第五

届进博会新闻报道，用心讲好进博

故事、展现城市开放形象，更好增

强市场预期、提振发展信心，为确

保第五届进博会安全、精彩、富有

成效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记者 郜阳）记者从上
海市红十字会获悉，11月6日，在上

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诞生了本市第

1000例人体器官捐献案例，捐献者

捐献了肝脏、双肾、肺脏，挽救了4

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至此，共

有2700余位器官衰竭患者重获新

生，600余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

2010年，上海作为全国11个首

批试点省市之一，开始筹划器官捐

献工作。2012年，上海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和上海市红十字会正式联合

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2013年

上海诞生了第1例捐献者，2015年

实现第100例，2018年完成第500

例捐献，2022年突破1000例。

十年时间，在社会各界共同支

持下，在各家器官获取组织（OPO）

医院、医务工作者和红十字协调员

等共同努力下，“自愿无偿、高尚利

他”的人体器官捐献理念得以广泛

传播，“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

精神得以大力弘扬，目前上海人体

器官捐献登记人数已达11.96万人。

上海市人体器官捐献突破1000例
捐献登记人数已达11.96万人

本报讯（记者 任天宝）上海首
批自动驾驶高速公路正式开放、全

球首张智能网联载货示范运营证件

正式颁发……11月7日上午，由上

海市交通委主办的第二届智能交通

上海论坛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

在论坛开幕环节，上海市首批

自动驾驶高速公路，嘉定区域内

G1503绕城高速21.5公里、G2京沪

高速19.5公里和嘉定区内303条、

459.6公里地面道路正式开放。此

次嘉定区开放道路里程达500.6公

里，实现了嘉定自动驾驶测试道路

全域开放，也实现了国内首个“大流

量、高动态、高复杂”高速公路场景

的重大突破。截至目前，上海已累

计开放926条、1800公里自动驾驶

测试道路、可测场景达到15000

个。里程数和可测场景数据均位于

全国前列，已打造成场景较为完备、

引领国内发展的智能网联汽车测试

应用环境。

在论坛的开幕环节，市交通委

还发布了《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示

范运营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

细则》”）。《实施细则》结合自动驾驶

技术发展及上海智能网联汽车测试

应用实际，明确了管理机制及第三方

机构职责，确定了申请主体开展示范

运营的范围、路径、流程、条件等，为

企业开展示范运营活动提供了具体

的操作指引，对于支撑上海智能网联

汽车发展、助推智能交通体系建设具

有重要意义。在论坛现场，市交通

委、市经信委、市公安局等管理部门

共同给参与洋山港集装箱运输业务

的上海海通国际汽车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友道智途科技有限公司，颁发了

示范运营通知书和全球首张智能网

联载货示范运营证件。

此次论坛还对外发布了《上海

市车路协同创新应用工作实施方案

（2023—2025年）》（以下简称“《实

施方案》”）。根据《实施方案》，到

2025年，全市将建成智慧高速公路

和智慧城市道路（含快速路）超过

800公里、智慧路口超过500个；针

对大型（备案泊位数300个以上）和

特大型（备案泊位数1000个以上）

公共停车场（库），建成示范性智慧

公共停车场（库）超过100个。

本报讯（记者 郜阳）今天晚

上，“天空剧场”将上演一次精彩的

月全食，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可见一轮

“红月亮”；好戏还将“买一赠一”，全食

阶段时月球会遮掩太阳系八大行星之

一的天王星，上演一出“月掩星”。

月食是太阳、地球、月球恰好或

几乎处于同一条直线上时，月球被

地球阴影遮蔽的一种现象。月食分

为半影月食、月偏食和月全食，其

中，月全食最为好看。从地球上看

去，整个月亮都呈现出古铜色，也就

是大家所熟知的“红月亮”。

天文预报显示，今晚的月全食

始于北京时间11月8日16时00分，

此时月球开始稍微阴暗（半影食

始）；17时09分，月面开始有缺（初

亏）；18时16分，月球完全进入地球

本影（食既）；18时59分，月球的中

心与地球本影的中心最近（食甚）；

19时42分，月球开始重现光芒（生

光）；20时49分，月球走出地球本影

（复圆）；21时57分，月食现象结束

（半影食终）。全部过程历时5小时

57分，其中本影食（月球进入地球

本影，被全部或部分遮掩的现象）历

时3小时40分。

天文科普专家介绍，就我国而

言，东北地区可见月食全过程，其他

地区则可见“带食而出”。华北、华

东、华中、华南、西北大部分地区看

不到初亏，但可见初亏之后的月食

过程；而新疆极西部、西藏极西部看

不到全食阶段（即生光前的过程），

只能见偏食和最后的半影月食。

每年可能发生的月全食最多只

会有3次，最少则连1次都没有。记

者了解到，上一次我国可见全过程

的月全食是在2018年7月28日，而

下一次可见全过程的月全食则要等

到2025年9月8日。

月食的观测是比较容易的，天

文科普专家建议，如果要拍照，最好

使用长焦镜头，要记得选择东方较

为开阔的地点。

此次月全食还“附赠”一个趣味

天象——月掩天王星，通俗一点讲

就是月球会“吞掉”天王星，过一段

时间后再“吐出”。

天文科普专家表示，“月掩星”

可见范围比较有限，以上海为例，下

一次肉眼可见的月掩天王星，要等

到2068年2月27日。本次“月全食

掩天王星”非常适合东部地区观

测。“月掩星”开始时间约为19时11

分，此时月亮地平高度已经达到了

28度左右；“月掩星”的掩终时间约

为20时09分。需要注意的是，想要

看到天王星的话，观测时一定要使

用小型天文望远镜，仅凭肉眼是几

乎无法看到的。

第二届智能交通上海论坛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

首批自动驾驶高速公路
嘉定测试道路全域开放

可赏“红月亮”可观“月掩星”
今晚“天空剧场”好戏“买一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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