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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电(记者陆文军、周琳、龚雯)实
体经济是一座城市发展的“定海神针”。“像保护
耕地一样保护先进制造业用地，像保护文物一
样保护老工业遗产”，4 月 27 日上海正式出台
三年行动计划，吹响重振“上海制造”集结号。

主攻芯片、大飞机等“人有我无”的核心技
术，聚焦先进、高端等“人有我优”的智能制造，
“上海制造”将以创新姿态面向全球、面向未来，
参与合作竞争。

瞄准“有没有”的核心技术，主

动担当国家任务

新时代重振“上海制造”的雄风，上海表达
了自己的决心：保障制造业合理比重、规模的同
时，把高端制造做大做强。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它买不来、换不到。
以半导体装备制造为例，它是芯片产品制造的
上游，门槛高、难点多，被誉为产业皇冠。其中的
关键设备刻蚀机，更是皇冠上的明珠，过去一直
被国外垄断。位于浦东的中微半导体，则打造出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国重器”，芯片制造设
备进入了国际最先进的 7 纳米生产线，即将进
入 5 纳米生产线。

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这是党中央交给上海的任务。人工智能、
量子通信、空天海洋等前沿领域，必然成为上
海解决“有没有”问题的主攻方向。

打响“上海制造”，要在彰显美誉度上下
功夫。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吴
金城介绍，上海要努力建设成新兴产业发展
的策源地、先进制造业的产业集群高地，实
现拥有核心技术、掌控产业链关键环节、占
据价值链高端、引领业态模式创新。

聚焦“好不好”的创新引领，

打造先进产业集群

回顾过往，上海牌手表、永久牌自行车、
蝴蝶牌缝纫机等广为人知的“上海牌”，一直
是高品质的“代名词”，在全国乃至欧美市场
一枝独秀。

而今，插上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的翅
膀，“蝴蝶牌”化身上工申贝工业缝纫机，广泛
应用于汽车、环保、航空航天和新能源等领
域；有智能锁的“永久牌”共享单车，加入“新
四大发明”行列。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高
端医疗影像设备、高端芯片等，一批打破国际

垄断的创新成果相继涌现。
“可见，讨论上海要不要搞制造，就是一

个伪命题。”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
陈鸣波说，这早已注入“城市基因”，上海的产
业定位历来就是服务服从国家战略，“国家缺
啥，上海做啥”。

放眼未来，上海明确打造汽车、电子信息
两个万亿级世界级产业集群，培育民用航空、
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和绿色化工四个世界级
产业集群。到 2020 年，争取 3家左右制造企
业进入世界 500 强，培育 8-10家制造业“独
角兽”，形成 200家位列国内外细分市场前三
名的“隐形冠军”。

企业精准发力离不开精准施策。针对土
地资源紧张，上海提出，像保护耕地一样保护
先进制造业用地，像保护文物一样保护老工
业遗产；匹配企业需求，上海推动“一网受理、
全网协同、全市通办”，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

着眼“新不新”的品质至上，

重回“好口碑”的高光时刻

上海的第一件商标，就属于制造业品牌，
这是这座城市蕴含的气质。步入新时代，“上

海制造”有四个抓手：打造名品、培育名企、汇
聚名家、塑造名园。

“名品”是上海的固有优势。上海提出，要
着力打造 500 项市场美誉度高、质量掌控力
强的制造精品。特别是老品牌、老字号，是城
市的“精神地标”，可以通过放给市场、充分调
动社会资本参与，提高质量和品质。

“名企”是创新竞争力的主角。做强世界
一流企业，对标世界顶尖跨国公司，构建根
植本地、面向全球布局的创新、生产和服务
网络，争取 3 家左右制造企业进入世界 500
强，上海步履坚定。

“名家”是城市吸引力的体现。上海将对
接产业需求，着力汇聚以卓越科学家引领、卓
越企业家运营和精工巧匠支撑的卓越制造人
才队伍，让“上海工匠”在世界舞台大放异彩。

“名园”是城市的对外名片。长兴岛船舶
和海洋工程装备、徐汇滨江人工智能、松江经
济技术开发区工业互联网、静安市北大数据、
闵行莘庄军民融合、奉贤东方美谷美丽健康、
宝山顾村机器人、金山工业区……上海正重
新画出新时代的“产业版图”。

大江东去，百舸争流。加快建设全球卓越
制造基地，这一次，上海落子“创新驱动”。

主攻“人有我无”的核心技术，聚焦“人有我优”的智能制造

重振“上海制造”，“三年行动”吹响号角

▲ 4 月 29 日，在四川成都，相声组合“麻辣盒子”在成都街头艺术 IFS 表演点位表演。
4 月 29 日起，成都街头艺术表演项目首批街头艺人正式“持证上岗”，在春熙路、IFS 、宽窄巷

子、西村等 30 个点位集中亮相，为市民和游客奉上悦耳的“艺术大餐”。 新华社记者薛玉斌摄
街头艺人“持证上岗”

记者见到邓小燕时，她正如传
闻中一样风风火火，身着短大衣，脚
蹬高跟鞋，带着两位客商考察，翻山
越岭，如履平地。

邓小燕是四川剑阁县东宝镇双
西村支部副书记，不仅年轻漂亮、穿
着时尚，而且知识丰富、出口成章，
一点不像传统印象中的山里姑娘。

由于她用两年时间，就把村里的大
米卖出好价钱，贫困户脱了贫、村民
赚 了 钱 ，大 家 还 给 她 封 了 个 雅
号———“贡米书记”。

送走客商，邓小燕给我们讲起
了她的故事。

2016 年，西南民族大学艺术教
育专业毕业的邓小燕，已经在珠海
上班，月入上万。事业起步良好时，
她却做了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回乡
搞农业。

“国家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让我
找到了兴趣与情怀一致的事业。”邓小
燕说，刚回乡时就成立了广元耕鑫农业
有限公司，主要包装、销售山区特色农
产品。时间一长，她开始打起了从小耳
濡目染的“东宝贡米”主意。

“《江油县志》记载，东宝产出的皇室‘贡米’，明、清年年
进贡朝廷。有深厚农耕文化的底气，我一下子对种水稻、卖
大米有了信心。”瞅准了路子，邓小燕立马开始联系农户签
订合同，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灰。

村民们听说这个时髦的“小美女”要搞贡米，纷纷发出
了“她闹着玩儿，别当真”的质疑，结果自然响应者寥寥。

“只要我兑现承诺，村民尝到甜头，不怕没人跟着干。”

邓小燕“人小志气高”，多次“软磨硬泡”后，一些农户和她签
约，开始小面积尝试。

“不搞不知道，一搞吓一跳”，严格按照有机标准生产的
大米，经过邓小燕的包装上市，在几大电商平台卖到了 12
元到 32 元一公斤。眼看赚了钱，更多的村民踊跃参与。
2017 年，“东宝贡米”种植面积达到 600 亩，仅种植水稻一
项，参与村民人均收入就在 4000 元以上。

随后，在东宝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邓小燕的公司又建
立了“公司+合作社+基地+社员(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2017
年，“东宝贡米”正式获得了有机产品认证，种植规模已达
1000 余亩，带动种植户 364 户，其中贫困户 68 户、204 人。

小试牛刀的成功，并没有满足“贡米书记”的胃口。“要
想让老乡得到更多实惠，就必须挖掘贡米的‘附加值’。”邓
小燕脑子中的“作战图”分两路行军：一是成立成都吹糠见
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2018 年计划在成都开设 50 家“现
碾米·城市打米坊”，让城市居民体验现场打谷、现场碾米
的过程，让鲜米市场取代陈米市场；二是打造“贡米文化康
养旅游”项目，在东宝镇杨家河水库周边建设形成 4 平方
公里的美丽山水景观，让游客探索贡米形成之谜、领略农
耕文化之美。

“我就是要用一粒米撬动整个产业！”在对记者说出这句话
的时候，她神情坚定，胸有成竹，一副“巾帼不让须眉”的样子。

2018 年 1 月，邓小燕当选四川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更高的平台带来更多的机会。许多公司、投资
人纷纷找上门来寻求合作，但邓小燕心中早有打算。“城
市打米坊的项目，已经有 30 多家公司来谈，但是我准备
把机会留给更多返乡创业的人们，希望他们能多多反哺
农村。”

在秦巴山区的四川广元市，像“贡米书记”邓小燕一样
的年轻人还有很多：青川县“海归蜂蜜姑娘”王淑娟，受邀赴
美为阿里巴巴上市敲钟；朝天区复旦 EMBA 贾代军，打造
电商平台整合土特产资源；苍溪县岫云村村支书李君带领
乡亲开办“扶贫餐厅”……

山村“燕”归来。这些年轻的“春燕”带着新理念、新知
识，正从五湖四海回到故乡，成长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
中坚力量。 (记者蒋作平、萧永航、刘坤)新华社成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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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喀布尔 4 月 30 日电(记者代贺、蒋
超)4 月 30 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多名记者的
生命永远停留在这一天。喀布尔当天上午接连
遭遇两起爆炸袭击，据阿公共卫生部消息，袭击
造成至少 21 人身亡、40 人受伤。阿内政部证
实，死者中至少有 8 名记者。

新华社记者当天从消息人士处了解到，两
名自杀式袭击者先后实施了这两起爆炸，前后
相差不到一小时。在第一起爆炸之后不久，一名
袭击者伪装成摄影记者，冲进在现场采访的媒
体人群并引爆了炸弹。袭击发生后，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宣称制造了上述袭击事件。

在相距几公里外的办公地点，新华社记者
能够清楚地听到爆炸声。赶到现场后，记者看到
两处爆炸地点相隔大约 200 米，地面上还有未
清理干净的血迹，空气中夹杂着刺鼻的焦味。

一名目击者说，两起袭击造成的死伤者还
包括儿童、救援人员、警察等，“幸好第一起爆炸
后，警方封锁了现场，否则死伤可能更严重”。

在事发地点附近的瓦济尔阿克巴汗医院，
多名伤者被陆续送到这里抢救。有不少媒体从
业者陆续赶到医院，陪伴受伤的同行。很多人静
静地站在抢救室外守候。这一刻，记者们都放下
手里的照相机、摄像机，默默为同行祈祷。

“这是对媒体的残忍攻击。”美联社喀布尔

记者站的摄影记者马苏德·侯赛尼泪流满面
地说道。他回忆爆炸发生的一刻仍然心有余
悸，“我当时就在事发现场，亲眼看到身后 30
米外的爆炸。我幸运地活了下来，但再也见不
到我的朋友了。”

侯赛尼提到的朋友，就包括此次殉职的
法新社喀布尔记者站首席摄影记者沙阿·马
雷。马雷生前为法新社工作 20 年，长期在最
危险的地方从事摄影报道，具有丰富的突发
事件报道经验。

当马雷的遗体从医院送到家中时，早已
等在那里的亲友再也无法控制情绪，人们围
着他的遗体失声痛哭。马雷是 7 个孩子的父
亲，然而，这位父亲再也无法像往常一样，亲
吻自己的孩子。

战地记者是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很多时
候，他们用生命在一线向外界讲述战火的无
情。新华社报道员拉赫马特说，这次袭击是他
记忆中对在阿记者最严重的一次袭击。据来
自当地记者协会的统计，在这次爆炸袭击中
殉职的还包括一名阿富汗黎明新闻网站记
者、两名阿富汗第一频道记者，以及两名阿富
汗马沙勒电视台记者。

阿富汗总统加尼当天下午对袭击行为表
示“强烈谴责”，称袭击行为是“不能原谅的罪
行”。当天，驻阿美军也发表声明谴责袭击事
件，称袭击只会让阿富汗人民更加团结。

今年以来，阿各地袭击事件时有发生，首
都喀布尔更是遇袭“重灾区”。4 月 22 日，喀
布尔市区一选民注册站附近发生爆炸袭击，
造成至少 57 人身亡、119 人受伤。

有分析认为，阿富汗今年 10 月将迎来国
民议会选举和地区议会选举，2019 年还将举
行总统选举，极端组织企图通过袭击破坏国
家政治进程和社会稳定。

“这是对媒体的残忍攻击”
直击喀布尔爆炸袭击现场

▲ 4 月 30 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名安全人员在爆炸现场警戒。新华社发（拉赫马特摄）

新华社北京 4 月
30 日电(记者乌梦达)
记者从北京市委组织部
了解到，通过近期实施
的基层党组织和在职党
员“双报到”机制，全市
69 万多名在职党员已
回居住地报到，报到率
超过 9 0% 。据介绍，5
月 7 日前北京全市机关
企事业单位在职党员将
完成报到工作。

北京市委组织部有
关负责人介绍，“双报
到”是积极引导机关企
事业单位党组织、在职
党员回社区(村)报到并
开展服务的活动，为党
员干部“工作在单位、活
动在社区、奉献双岗位”
搭建更加宽阔的平台，
把机关党组织服务范围
延伸到一线，把在职党
员活动“触角”延伸至
“八小时以外”。同时，这
也是北京市正在推广的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
机制的具体行动和加强
基层党建的实际措施。

据了解，此次“双报
到”在职党员个人报到
的服务内容主要有四个
方面：一是带头遵纪守
法、维护邻里和谐，自觉
遵守各类社区居民公约
和村规民约；二是主动
围绕社区(村)发展、组
织建设等提出意见建
议；三是积极参加社区
(村)的党建活动、公益
活动、志愿活动；四是兼
顾个人特长和群众需
求，开展各类特色服务。

根据北京市统一部署，今后要积极探索
可持续、可推广，在职党员力所能及、社区
(村)期盼的有效做法。既要避免报到之后不
开展活动，在职党员失去积极性，又要避免服
务活动过于频繁，在职党员感觉负担太重，不
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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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新华社平壤 4 月 30 日电(记者程大

雨、吴强)据朝中社 30 日报道，朝鲜将从 5
月 5 日起启用修改后的平壤时间，以东 9
区标准时间为准，比现有的平壤时间提早
30 分钟。

报道说，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
会 30 日通过《关于修改平壤时间》的政令。
政令指出，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
为统一北南时间，决定将平壤时间改为以
东经 135 度为基准子午线的东 9 区标准时

间(比现在的时间早 30 分钟)，并从 5 月 5 日
开始使用修改后的时间。政令还要求朝鲜内
阁和有关机构就执行此政令制定具体对策。

2015年 8月 15日，朝鲜开始使用以东经
127度 30分为基准设立的“平壤时间”为朝鲜标
准时间，比先前采用的东 9区时间推迟 30分钟。

朝中社当天在另一篇报道中表示，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近日提议修改朝鲜标准时间，并提
议国内有关部门对此进行研究审批，为此朝鲜最
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通过了上述政令。

这篇报道表示，金正恩在第三次北南首脑
会晤期间，同韩国总统文在寅讨论了统一北南
标准时间的问题。金正恩表示，看到会晤现场
挂着的分别指示平壤时间和首尔时间的两个
时钟后，“很心痛”，“北南先从时间开始统一
吧”。金正恩还表示，北南要成为一个整体，并
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而就是这种把互相不同
和分隔之处合二为一、互相配合的过程。而作
为实现民族和解与团结的第一步，首先就是要
统一目前在朝鲜半岛存在的两个时间。

朝鲜 5 月 5 日起将使用修改后的平壤时间

新华社济南 4 月 30 日电(记者陈国峰)大棚外，白茫茫
的盐碱地一眼望不到头；大棚内，一垄垄西红柿长势喜人。
去年，侯相军一伙庄户汉，利用无土栽培技术在盐碱地上
“种”出西红柿，直到现在还是卧铺村里热论的话题。

卧铺村地处山东寿光北部，古时曾是汪洋一片，如今离
海边不过 30 公里远，海水退去留下的是一毛不拔的盐碱
地。“夏秋水汪汪，冬春白茫茫，风吹白粉起，就是不打粮”，
流传于当地的一首打油诗，诉说着农家人的无奈与艰辛。

在这片盐碱度极其严重的土地上，多数老百姓一辈子
只种过棉花。“种菜？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卧铺村党支部
书记侯焕兴说。

“种棉花一年到头一亩地仅挣 500 元钱。西边的南木桥
村，这些年发展大棚，全村存款是我们村的十倍，我再也坐
不住了。”去年已是 50 岁的侯相军决定换个出路，种蔬菜大
棚。他思来想去，想让不毛之地长出果实，还是得学习先进
村的无土栽培技术。

种大棚是个技术活，而且投入也大，一个人可不好干。
但是在盐碱地上种大棚失败的风险高，村里很多人不愿搭
伙不说，还等着看笑话。

侯相军只得拉上自己的弟弟和侄子，然后动员两个好
友，通过朋友去劝说朋友，最终发展到了 8 个人。

盐碱地上建大棚，注定遭遇不少难题。光是打一口水
井，就耗时 20 天，花费 16 万元。为保证打出的水达到种菜
的要求，水井穿过卤水层，一直打到了地下 500 米，还需焊
接无缝钢管以防卤水渗透。

顶着各方压力和重重困难，从来没种过菜的侯相军一
伙“门外汉”，一边辗转 10 多个村学习大棚种植管理经验和
无土栽培技术，一边多方筹措资金。为保护“致富火种”，卧
铺村所属的双王城生态经济区专门为其修了一条生产路，
配上了变压器。

去年 6 月，8 座 200 米长、25 米宽的高标准蔬菜大棚
拔地而起。两个月后，第一茬西红柿利用无土栽培技术顺利
种上了。

说到无土栽培，侯相军打开了话匣子。“我们选用炉渣
和沙子作基质，使用时间在 7 年以上，经济实惠又便捷易
取，还能避免土传病虫害的发生。”侯相军还在大棚里安装
了手机遥控智能放风、水肥一体微灌设备。此前连西红柿苗
子都没碰过的他，俨然成了无土栽培种大棚的“土专家”。

当年 11 月，8 个大棚的西红柿开始收获，仅侯相军一
个棚就卖了 10 万多元。目前，侯相军大棚里的第二茬西红
柿陆续进入成熟期，因品相、口感、硬度等符合出口的条件，
第一批 1000 斤已经在发往俄罗斯的路上。

“看到我们成功后，村里不少人跃跃欲试，我以后可就
多个技术员的身份喽。”侯相军说。

山东寿光八个庄户汉

让盐碱地结出西红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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