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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 ! ! !本报讯（记者 鞠敏）上海“开天辟
地———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推进会
昨在东方宣教中心举行，来自全市各有关
单位职能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上，新
民晚报作了《让“红色基因”融入“采编”血
脉》交流发言。
踏访革命旧址，寻找光辉足迹，感悟红

色传统，激励奋斗精神。新民晚报自 !"#$

年 ##月 !$日起推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传承红色基因”专栏，至今天已
刊出 ##$期。读者通过阅读专栏不但了解
上海这座城市的光荣与传奇，对党的辉煌
历史也有了更直观和深入的了解。

新民晚报高度重视此次红色基因主题
报道工作，成立以报社主要领导为组长的
“总书记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南湖红船重要
讲话精神的宣传报道工作”领导小组，具体
策划和组织相关采编工作。

以“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连续刊登
追寻中国共产党历史足迹的宣传报道，新
民晚报做得最早、时间最长，题材挖掘也最
广泛深入。纵向涵盖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
和大革命时期；横向包括党的建设、武装斗
争、工农运动、思想文化运动、妇女运动、学
生运动、隐蔽战线斗争等。文章交替刊出，
涵盖了“党的诞生地”全部内容。所刊文章，

并不满足于对“红色基因”的简单介绍，而
是通过实地考察、专题采访和吸收最新学
术研究成果，在题材内容等方面尽可能进
行再创造、再突破，使许多文章史论结合，
新意迭出。
专栏推出以来，得到社会大力支持，近

%&位专家参与点评。不少读者也越来越关
注身边的红色基因。同时，加之融媒体的运
用，其影响力和传播力不断扩大。新民晚报
整体转型融媒体成效显现。
不忘初心，新民晚报将继续依靠社会

力量，对红色基因的挖掘宣传，力求做到更
“全面、深入、完整、具体”。

!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推进会昨举行

上海自贸区：中国制度创新“试验田”
成立近 !年#创新理念和创新成果不断开花结果

! ! ! !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当张江
遇见临港，会聚变出怎样的创新基
因？今天上午，浦东新区政府对外宣
布推进张江'临港“双区联动”，并
发布了《深入推进张江'临港“双区
联动”，打造浦东“南北科技创新走
廊”的行动方案》。这是浦东开发开
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的又一重大
战略举措。
作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核心

承载区，张江正以全球视野、国际标
准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加快集
聚和建设世界一流的大科学设施集
聚，提升源头创新能力和科技综合实
力。临港是上海面向未来的重要战略
引擎，滨江沿海发展廊道上的综合性
节点城市，是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主体承载区和
开放创新先行试验区，将打造成为
“国际智造城”和“滨海未来城”。

浦东新区有关负责人介绍，张
江'临港的“双区联动”，不仅是点上
的切入，更是线上的联动和面上的
推进，将促进更大区域内的资源统
筹整合，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创新活
力。通过%年努力，力争形成生物医
药、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个“千
亿级”产业集群；在人工智能、新一
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等领域培育
(&家以上独角兽企业；将张江'临港
“南北科技创新走廊”打造成为上海
科创中心建设的关键发展轴带，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极核和世界
级科学基础研究、科技创新策源地，
高端产业发展和智能制造集聚区。

据悉，浦东新区相关部门、临港
管委会、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
室、相关镇和开发主体已成立工作小组，由浦东新区
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工作小组组长，有力推进、协调建
设过程中的重大工作事项。

目前，张江'临港“南北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已
形成首批)个产业项目的联动意向，包括华域汽车、
微小卫星中心、云从科技、翱捷科技、*++等，项目覆
盖汽车、航天、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领域。
下一阶段，浦东新区将全面开展“南北创新走廊”建
设的实质行动，其中包括启动战略规划研究，做好顶
层设计，明确“南北科技创新走廊”的角色定位和战
略目标等。加强专项规划协同，抓紧开展产业发展、
区域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专项规划研究，提升两区的
链接能力和辐射带动效应。推动区域产业联动，加强
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重点打造生物医药、人工智能、
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软件信息、民用航空等有
国际竞争优势的创新型特色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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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航海日论坛在沪开幕
发布!#$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港航合作倡议 李小鹏应勇出席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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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日，上海自贸区跨境科创中心、海
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在外高桥揭牌，
“独角兽企业”量化硅谷控股负责人向记
者透露，公司最近会把总部搬到上海自贸
区，“这里聚集了大量的产业，能够将国内
外的产业、资本、项目结合起来，最大程度
地释放企业的创新活力。”

今年 ,月，上海自贸区即将迎来 )周
年的“大日子”。作为中国大陆境内第一个
自由贸易区，上海自贸区已成为中国制度
创新的“试验田”，创新理念和创新成果不
断开花结果，并向纵深推进，“升级版”方
案也正在研究制定中。

实施负面清单
打开创新的一扇窗
伴随着上海自贸区成立，在全国率先

建立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
商投资管理制度也呱呱落地。“法无禁止
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负面清单制度
仿佛打开了制度创新的一扇窗，加速了中
国经济改革和国际规则并轨。
通过实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以单一

文件的方式，逐项列明股比、经营范围、投
资者资质等限制措施；对负面清单以外领
域，取消外商投资项目和外商投资企业设

立及变更审批，实施备案管理，从对企业
管理为主扩展到对投资者的管理，强化对
投资者及投资行为的管理，超过 ,&-的外
商投资企业通过备案方式设立。随着负面
清单的不断“瘦身”，中国经济和国际接轨
的脚步也越来越快。

事中事后监管
既放得开也管得住
打开了窗，能否放得开也管得住？为

此，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体系建设也同步展
开，并不断完善。目前，上海自贸区已建立
了“六个双”监管机制，并在浦东新区经济
领域实现全覆盖，!( 家区级监管部门已
实现全覆盖。通过诚信管理、分类监管、风
险监管、联合惩戒、社会监督，实现由规范
市场主体资格向规范市场主体行为转变。
“刀刃向内”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则加

快推进，浦东新区企业办事“一网通办”已
实现 %!$项涉企事项全覆盖，其中“不见
面审批”($%项，“只跑一次”().项，“一
网通办”实际办理时间压缩 /)-。

理念制度创新
成为全国标杆引擎
记者了解到，.年多来，上海自贸试

验区的改革创新理念和制度创新成果，已
分领域、分层次在全国复制推广。开展“证
照分离”改革试点的 ##0项行政许可事
项，在全国其他自贸试验区，以及有条件
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推广实施。外商投资备案管
理、企业准入“单一窗口”等投资领域改
革措施在全国复制推广。先进区后报关、
批次进出集中申报等贸易便利化改革措
施，已在全国范围、长江流域范围、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等分阶段有序推广实施。
上海自贸试验区不辱使命，正一步步

实现着诞生时的“初心”，不断推出的制度
创新举措激发出市场创新活力和经济发
展动力。截至目前，上海自贸试验区新注
册企业 )1.万家，月均注册企业数量是挂
牌前的 ) 倍，新注册企业活跃度超过
/&-。新设企业中，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近
,,&&家，占比已从挂牌初期的 )-上升到
目前的近 !&-。

下一步，上海自贸区将坚持对标国际
最高标准，在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提升政
府治理能力、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和
实施一批重大改革创新举措，努力成为在
新形势下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创新驱
动发展的标杆和引擎。 本报记者 宋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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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首席记者 曹刚）今天是第(.届中
国航海日，上海时隔(!年再次成为航海日主办
城市。!&(/年中国航海日论坛上午在沪开幕，主
题为“航海新时代 丝路再出发”，由上海市国际
航运中心建设工作推进小组、中国航海学会与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主办。交通运输部
部长李小鹏和上海市市长应勇出席活动并致
辞。交通运输部副部长何建中、国际海事组织秘
书长林基泽、上海市副市长时光辉、中国远洋海
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许立荣等嘉宾发表主
旨演讲。
上港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严

俊宣读了“!(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港航合作倡
议。为了全面提升战略合作关系，提升对沿线国
家贸易便利化的促进作用和服务能级，上港集
团、中远海运集团与“一带一路”沿线的港航企

业和机构共同发出四点倡议：
以设施联通推进港航多层次合作。形成携手

并进、互联互通的发展合作机制；加强航线衔接，
优化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航线布局；加强港航在资
本、业务、信息、技术、管理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以贸易畅通促进港航深度联动。推动形成

开放、包容、共赢的贸易便利化合作机制；深化
全产业链纵向合作的优势和空间，倡导联动开
发和综合开发，带动腹地经济发展；构建全流程
的网络化运输体系，降低供应链综合成本。
以信息互通推进港航无缝衔接。构建长期

稳定、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港航战略伙伴关
系；推动港航物流信息互联互通，实现信息共享
与物流全程可视化；推动港航之间无缝衔接，提
升口岸便利化水平。
以科技创新推进港航可持续发展。推动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应用，发展智慧
港航；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推动节能减排技术创
新，打造绿色港航。

新民晚报“传承红色基因”广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