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下载新民客户端     年  月  日/星期五 一版编辑/刘松明 一版视觉/黄 娟 本版编辑/李 晖 本版视觉/窦云阳 新民网：               小时读者热线：      

要闻

“我弱我有理”不是挡箭牌 方翔今日论语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和十二届市委五次全会精神，加快推动低

效产业用地盘活和综合处置，更好为“五个中

心”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空间支撑，昨天下

午，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召开低效产业用地

盘活处置现场推进会并讲话指出，要深入学

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上海重要讲话精神，把盘活产业用地作为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园区集约化规模化、培

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先手棋和突破口，以更

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抓紧抓好，积极主动、多管

齐下、多措并举，更好服务上海高质量发展和

现代化建设。

今年以来，上海在全国率先开展低效产业

用地盘活和综合处置工作，集中实施产业用地

“两评估、一清单、一盘活”专项行动，全面推进

年度45平方公里盘活处置任务。会上，市规划

资源局、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国资委作了工作推

进情况汇报，浦东新区、松江区、闵行区、上海仪

电、上海电气、光明食品集团作了交流发言。

陈吉宁指出，当前，上海城市发展已经从

大规模增量建设转入存量提质更新为主的阶

段。盘活产业用地，事关稳增长、促转型，事

关城市未来发展。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

迫感，抓住时机、加紧发力，以更大力度推进

落实，为城市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着眼解决堵点卡点问题，及时总结

经验做法，不断丰富政策工具，加快完善制度

体系，全面强化法治供给，用好综合绩效评

估、综合价值评估，建立“规储供用”一体化机

制等，推动产业用地提质增效。国企要讲责

任、讲大局、树标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自觉

服从全市产业整体发展和空间布局优化需

要，结合实施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集中精

力聚焦主责主业，提升核心竞争力。

陈吉宁强调，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形成合

力，各部门、各区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主

动担当、统筹联动。市级工作专班要发挥好牵

头抓总、推进落实作用，加强进度管理、督查督

办，不断完善政策工具箱，及时帮助解决具体问

题。相关部门要跨前一步、积极配合，把违法用

地和违法建筑整治、城中村改造、国企“四个一

批”等专项工作，与低效用地盘活处置工作紧密

结合起来，提高政策的一致性和协同性，更好综

合发力、综合施策。各区及管委会要切实担起

主体责任，算好大账、做好计划，锚定目标、挂图

作战，比学赶超、务求必成。“一把手”要亲自抓，

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氛围。

会前，陈吉宁先后前往闵行区莘庄工业

区、松江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察看低效产业用

地盘活处置及后续产业项目规划建设情况，

同相关区、国企、产业园区负责同志深入交

流，了解当地结合实际、依法依规推进低效用

地盘活处置工作的创新探索实践，就进一步

加强制度供给，提高土地绩效、拓展产业空

间、推动工业发展等听取大家的想法建议，对

实施好以城市总体规划为统领的土地储备机

制、做好盘活处置“下半篇”文章、保障产业培

育和项目落地等提出明确要求。

市领导李政、张小宏、陈宇剑参加。

陈吉宁主持召开低效产业用地盘活处置现场推进会

把盘活产业用地作为先手棋突破口

本报讯 全国涉外检

察工作会议昨天在上海举

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应勇出席会议

并讲话，最高人民检察院党

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童

建明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

话，上海市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朱忠明致辞。

“涉外检察工作是检

察机关的重要职责，是检

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国家涉外法治工作的重

要方面。”应勇强调，要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

想、习近平外交思想，认真

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部署，全面提升涉外检察

工作能力和水平，更好服

务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

外开放。要坚持党对检察

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道路，把“两个确立”“两

个维护”落实到涉外检察

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依法

规范履行检察职责，充分

运用法治力量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要把

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摆在涉

外检察工作的首要位置，

协同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

制，坚定维护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

全。着力服务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建设，坚持内资外资等各类经营主体依法平等

保护，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

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高质效办好每一个

涉外案件，严格依法办案、公正司法，平等保护

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巩固拓展检察双边多边

合作机制，不断扩大中国检察“朋友圈”。加强

检察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生动讲好习近平法治

思想的检察实践故事。健全涉外检察工作机

制，加强涉外检察理论与实务研究，加强涉外检

察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涉外检察工作质效。

朱忠明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市委政法委，感

谢全国检察系统长期以来对上海发展的关心支

持。他说，近年来，上海检察机关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

讲话精神，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积极探索

构建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适应的涉外检察工

作格局。我们深感在更高起点上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离不开高质效涉外法治、涉外检察

的有力支撑和坚实保障。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本次

会议精神，按照当好检察改革创新排头兵、先行

者的定位要求，全力推进涉外检察改革，全力服

务深化改革开放，全力培养涉外检察人才，努力

以更高质效的涉外检察履职实践，为全面加强

涉外检察工作提供更多上海探索。

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陈勇，甘肃省检察院检

察长沈涧，最高检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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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屠瑜）今天上午，由中共

一大纪念馆和上海图书馆联合主办的“作始

也简 将毕也钜——董必武手迹展”在上海

图书馆开幕。

董必武对上海、对中共一大会址一直有

着深厚的感情。1921年，董必武作为武汉共

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2月，七十岁高

龄的董必武重访中共一大会址。董必武为

纪念馆题字，其中一幅就是展览的主标题

——“作始也简 将毕也钜”，现为国家一级

文物。

董必武终生酷爱书法，且擅长写旧体

诗，共留下诗作1300多首。本次展览从董

必武1938年—1975年间题写的众多手迹中

遴选出113幅手迹，并增加了苏绣、油画等

艺术品。诗作内容涉及革命斗争、国家建

设、感怀人物、纪事述怀，从多个方面向观众

展示了董必武心怀马克思主义信仰，为革命

事业不息奋斗的坚韧风骨和不朽情怀。

展览还创意性复原了董老的书房场

景。书架上整齐排列着董老生前珍爱的手

稿，书桌上静静铺展董老的书法作品，而书

房内的多媒体触摸屏则如同一扇穿越时空

的窗口，将董老生前那些珍贵而感人的重要

瞬间展现在观众面前。中共一大纪念馆相

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举办本次展览，能

让观众在欣赏书法、诗词文化艺术之美的同

时，有机会走进董必武的内心世界，体会他

如“竹叶青青不肯黄”般百折不挠而保持革

命者本色的奋斗精神，领略他“遵从马列无

不胜”的坚定革命信仰和必胜信念。

开幕式上，董必武家属代表董绍新、黄

琼珍夫妇向中共一大纪念馆捐赠了董必武

使用过的手杖、电风扇两件重要文物。

董必武手迹展在上图开幕
展出113幅手迹，并有苏绣、油画等艺术品

本报讯 上海新闻界建设习近平文化思

想最佳实践地暨庆祝第25个中国记者节交

流会14日举行。会议要求，全市新闻战线

要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力

以赴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力打造与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匹配的新型

主流媒体集团。

会议要求，全市新闻工作者要始终心有

大局，在进一步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

流文化上展现担当作为；要始终心系人民，

当好联结党心民心的“桥梁纽带”，真正为人

民书写、替人民发声、帮人民解忧；要始终心

向卓越，更好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

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要始终心怀

理想，以笔尖书写家国情怀、用镜头记录社

会变迁、借话筒传递世间冷暖。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嘉鸣向全市新

闻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向中国新闻奖、上海

新闻奖和上海长江韬奋奖获得者表示祝贺。

会上颁发了第33届上海新闻奖，164件

作品分获上海新闻奖特别奖和一、二、三等

奖，10人获得第17届上海长江韬奋奖。上

海新闻单位的7件作品获得第34届中国新

闻奖，也在会上得到表彰。

会 上 发 布 了《聚 合 共 振 心 心 向

“融”——上海区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发展研

究报告（2019—2023）》，成立了上海市记协

区级融媒体工作委员会。同时，由优秀新闻

工作者组成的“好记者讲好故事”宣讲团也

在会上亮相。

全力以赴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上海新闻界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暨庆祝第25个中国记者节交流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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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浦东新区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女子闯红灯被撞，反问交警：“车主无责

吗？”交警拿出视频，表示“闯红灯造成交通

事故，责任在你”。这个回答获得了全屏点

赞，还冲上了热搜榜。

法律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是社会公正与

进步的体现，特别是在交通事故中，行人相

对于机动车，无疑处于更脆弱的地位。因

此，法律给予行人保护，旨在平衡双方的不

对等地位，确保公平。但是如果交通违法

者认为自己作为弱者，就可以不守法，或者

即使违法也能免责，将“我弱我有理”当作

挡箭牌，这就是对法律精神的歪曲和滥用。

“谁弱谁有理”这种观念并不符合法治

精神。它强调的是一种基于同情或怜悯的

偏袒，而不是基于事实和法律的公正判断。

当某人违反交通法律时，他们就应该承担相

应责任。这种责任是根据他们的行为是否

违法，以及违法的程度来确定的，而不是根

据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财富或其他因素来

决定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明确规定，在

道路交通活动中，行人和机动车都应当遵守

交通法律，违反都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交警作为执法者，在日常执法过程中，

公正、公平地对待所有交通参与者，严格遵循

“谁错谁担责”的原则，对所有交通参与者一

视同仁，才能保障道路安全，促进社会的公平

和正义。近年来，上海交警的“教科书式”执

法得到许多网友的点赞，提高了公众对法律

的认知和遵守意识，让行人明白，无论是不是

弱者，都需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保护自己的

同时也尊重他人的权利，为构建一个更加公

平、有序、安全的交通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