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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 市委常委会昨天下午举行会

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近期社会

安全稳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第

七届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工作、整治形式主

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十二届市委第三轮

巡视整改情况汇报。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

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以高度警醒警惕把社会安全稳定工作抓得更

细致更主动更扎实，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社会

安定、城市安全。紧扣“实”“细”，打好风险源

头防控主动仗，深入开展“四百”大走访，用好

“三所联动”机制，做到预防在前、发现在早、

处置在小。依托科技赋能，建强“一网统管”，

强化多方联动，把“多格合一”和基层党建等

更好结合起来，提高应急响应和快速处置能

力。做好权威发布，有效回应社会关切。全

市各级党委政府要落实责任，更好统筹发展

和安全，切实维护城市运行安全和生产安全，

以一域稳维护全局安。

会议听取第七届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工作

汇报，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进博会“越办越好”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

理出席本届进博会和考察上海的讲话要求，在

更高起点上全面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优

化营商环境，持续放大进博效应，不断完善进博

机制，打开对外经贸投资合作新空间。要把加

强职业教育和技能人才培养作为战略任务，加

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实施职业技能提升

计划。要全力打好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组

合拳，帮助企业更好稳预期、强信心，努力实现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劲头不

松、力度不减，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

负若干规定》的学习贯彻，树牢正确政绩观。

严格对标对表中央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效果

导向，举一反三加强自查整改，以点带面抓出

成效，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精力投入抓改

革、促发展、保稳定等工作。

会议指出，要增强做好巡视整改工作的

政治自觉，把巡视整改与全面从严治党、全面

深化改革、干部队伍建设更好结合起来，筑牢

巡视整改责任体系，推动巡视整改常态长

效。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扎实推动巡视

监督、整改、治理有机贯通，不断提升巡视整

改质效。

会议指出，要把“党管媒体”原则贯穿始

终，以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刀刃向内的改

革决心，推进我市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立

足各自定位，抓住提升核心竞争力这个关键，

着眼优势特色领域深耕细作，不断提升新闻

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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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报讯 市委中心组学习会昨天上午举

行，听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郭

兰峰所作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深入推进区域

协调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专题辅导报告。

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指出，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

要论述，坚持“四个放在”，更好扛起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重大责任，更好统筹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龙头带动和各扬所长、硬件联通和机

制协同、生态环保和经济发展，奋力推动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走深走实，更好服务全国区域

协调发展大局。

郭兰峰所作的专题辅导报告，紧扣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

述，深入阐释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意义、

规律认识、目标路径，结合具体案例和详实数

据，就持续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的实践要求、工作重心、战略任务等作了讲解，

对上海加快建设“五个中心”、更好发挥龙头带

动作用谈了思考。与会同志结合思想和工作实

际，交流了学习体会。

陈吉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

自推动，着眼全国发展大局，部署一系列区域

重大战略，形成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完整体

系。习近平总书记对长三角念兹在兹，要求

长三角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

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要深

入学习领会，在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握大

势中深化理解认识，强化全球视野和战略思

维，以钉钉子精神抓任务落实，以改革创新精

神抓开拓进取，更加主动地与苏浙皖紧密携

手、各扬所长，更加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发展，

更有针对性地补齐短板、放大优势，构建更具

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创新生态，打造世界级产

业集群，提升区域发展能级，不断把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向纵深推进。

陈吉宁指出，要深入落实《关于持续深入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的意见》，加快实施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以

更加主动的姿态、更加有力的举措，进一步做

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这篇大文章。要更好统

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强战略科技力量

协同、科研数据共享，深化跨学科交叉基础研

究联动，加大“揭榜挂帅”攻关力度，加快重点

产业强链补链延链。把科技创新和保障改善

民生更好结合起来，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应

用。推动长三角高校进一步加强产业紧缺人

才联合培养，厚植长三角人才优势。

陈吉宁指出，要更好统筹龙头带动和各

扬所长。发挥国家战略集中承载地的功能作

用，以“五个中心”建设为重要抓手，推出更多

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举措，大力发展供应

链金融，持续提升服务企业走出去水平，加快

构筑区域开放型经济新优势。搭建更多开放

平台和创新载体，发挥三省一市各自比较优

势，实现相互赋能、融合发展。

陈吉宁指出，要更好统筹硬件联通和机

制协同。着眼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加

强跨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发展长江

经济带多式联运，促进新型基础设施联通。

加强改革举措的系统集成和协同配合，提高

政策制定统一性、规则一致性、执行协同性。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要更好发

挥试验田作用，推出更多有影响力的制度创

新成果和有显示度的重大项目建设成果。

陈吉宁指出，要更好统筹生态环保和经

济发展。把握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

辩证统一关系，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推动

生态保护红线无缝衔接，建立健全跨区域环保

预警联动机制。合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加快

推进绿色认证试点，建立统一的碳足迹管理体

系，建设绿色燃料等新型能源供应体系，积极

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把绿色发展底色

擦得更亮，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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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指出要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提升区域发展能级

本报讯（记者 王蔚）由中国地理

学会、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

会、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主

办的2024世界地理大会，今天上午在

沪开幕，主题为“地理学与人类命运共

同体建设”。会上，华东师大全球创新

与发展研究院发布《全球科技创新中

心100强（2024）》。

■ 综合排名前30的全球科技创
新中心依次为：旧金山-圣何塞、纽

约、伦敦、北京、波士顿、东京、巴黎、洛

杉矶、首尔、上海、芝加哥、慕尼黑、深

圳、华盛顿、西雅图、新加坡、杭州、斯德

哥尔摩、奥斯汀、费城、休斯顿、大阪、圣

迭戈、香港、多伦多、柏林、巴塞尔、广

州、阿姆斯特丹、达拉斯-沃思堡。

■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形成的“北
美—欧洲—亚太”大三角格局愈发稳
固 综合排名前   强的全球科技创

新中心中有  个位于这三大区域，与

    年相比增加了4个。亚太地区入

围前   强的科技创新中心数量首次

超过欧洲和北美，达到  个，欧洲和

北美则分别有  个和  个科创中心

入围综合前   强榜单。

■ 美国和中国构成全球科技创
新中心的两极 美国进入全球前   

的科技创新中心数量相较于    年

增加 个，达到  个，且继续在前  

强中独占   席，在前   强中坐拥 4

席。旧金山-圣何塞依然是全球最为

顶尖的科技创新中心。

北京继续保持全球第四、亚太第一

的地位。上海继续保持全球第十、亚太

第四的位置。

■ 从空间分布上看，中国科技
创新中心高度集聚在东部沿海和长
江经济带沿线 进入全球前   的  

个科技创新中心，有  个位于这两大

地区。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

和粤港澳大湾区集中了  个科技创

新中心，中国进入全球前  强的科创

中心皆位于这三大地带。

2014年，华东师大全球创新与发

展研究院院长杜德斌教授在业界率

先提出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完

整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全球科技创

新资源密集、科技创新活动集中、科

技创新实力雄厚、科技成果辐射范围

广大，从而在全球价值网格中发挥显

著增值功能并占据领导和支配地位

的城市或地区”。杜德斌在解读报告

时说，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由创新人

才、创新主体和创新环境三个层次要

素构成的顶级城市或区域创新生态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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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昨日，第五届长

三角文博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开幕。为

了更好地推动上海文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讲好上海故事，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会

发布了首个上海城市IP计划。

上海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开放的国

际视野和雄厚的经济基础，然而如何在现代化

发展中，持续保留城市记忆、彰显文化个性，兼

顾区域经济发展与IP可持续化运营，是后续工

作的重点。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会指出，

未来，城市IP的打造将聚焦以下几个方向：

■ 提升城市IP体系化建设水平 通过

顶层设计，制定上海城市  战略规划，将文

化、产业与区域发展有机结合，形成“一城一

策”的发展格局。

■ 构建多元化参与机制 引导社会资

本、企业力量以及公众共同参与城市   打

造，激发全民共建共享的热情，增强城市认同

感与归属感。

■ 深化“文化+”发展模式 结合文商体

旅，推动文化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让城市

  成为跨领域发展的纽带与催化剂。

首个上海城市IP计划发布

本报讯（见习记者 陈佳琳）昨天，“上海

静安‘全球服务商计划’推进大会暨第一届中

国企业全球化发展专业服务高峰论坛”举行，

第五批11家全球服务商获授牌。至此，上海

全球服务商总数已达103家，涵盖咨询、法

律、科创、广告、人力资源等专业服务领域。

会上发布的《GaWC—上海专业服务业

发展指数》显示，全球城市的竞争格局呈现出

明显的多极化趋势，伦敦、纽约居于全球核心

位置。伦敦以100%的得分稳居榜首，成为全

球唯一满分的城市。亚太地区城市正在崛

起。其中，上海在全球专业服务业中的地位

日益显著。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以

74.74%的得分位居全球第五。

报告还指出，上海最大的短板在于知识

产权行业。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十家公司中，

尚无一家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上海有能力

通过政策引导、人才培养、市场培育等措施，

推动知识产权服务行业的成长，使其成为专

业服务业中一个新的增长点。

上海全球服务商总数达103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