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薄小波

自主创新是“熊猫”的快乐源泉
从温州到上海，从“家庭企业”到行业老大———

他的微信号叫“快乐熊猫”，他就是上海熊

猫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池学聪。

作为民营企业， 熊猫集团在泵行业中综

合实力上海市排名第一， 现在全国已拥有五

大生产基地，下设38家分公司，是行业内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最多的企业， 建筑楼宇用泵市

场占有率位居全国第一。

老家在浙江温州永嘉的池学聪， 是标准

的小老板起家。 25岁以八百块钱起家， 创立

“家庭企业”浙江永嘉淋浴器厂，自任厂长，生

产淋浴器喷头。

对“自主创新”这个后来的“热词”，池学聪

很早就有了朴素的认识。一开始做业务员推销

别人的品牌，心里总不是滋味。自己当了厂长，

经过详细的市场调查，摸清了市场需求，就能

自己设计、自己生产、自己销售。池学聪生产的

淋浴器开始进入全国各大城市的大商场，每年

能卖掉五六万套。 几年以后，池学聪敏锐地捕

捉到一个大商机。 当时，国家将汽车工业确定

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这一趋势必然促进

汽车服务业的发展。 1994年，池学聪投资成立

浙江永嘉熊猫清洗机厂，专门生产洗车用的高

压水枪。 他买来一台样机，自己设计改进产品

性能，由车工出身的妻子当助手，夫妻俩对产

品进行试生产，在一次又一次改进、试生产、又

改进、 又试生产的过程中， 产品性能不断提

升，质量也更加可靠。 1996年，“熊猫”牌汽车

清洗机在全国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位。

1998年，池学聪来到上海青浦，投资组建

上海熊猫清洗机厂。 此时的上海正迎来新一

轮发展期，池学聪又发现了新的商机。大量高

层建筑的出现，必然需要供水、排水、供电设

备相配套。 于是，他打算开发新的项目，搞多

品种发展、多样化经营。

2000年8月，上海熊猫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成为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

现代化高新技术企业， 注册资金1.2亿元，产

品涉及水泵、无负压供水设备、智能箱式水泵

站、中水处理设备、电气控制设备、成套供水

设备、压缩机、清洗机等系列。

“快乐熊猫”池学聪的经营理念也发生了

变化———“不是专利产品就不做”。熊猫集团不

断推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企业成

立了由100多名科技人员组成的专业研发技术

部，每年都有20多项创新专利研发出来，去年

申请专利就达120项。 目前熊猫集团十六大系

列产品中，拥有专利技术近200项，已获国家专

利80余项，80%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那么，“快乐熊猫”的“快乐源泉”来自哪

里？池学聪毫不迟疑地回答：“找准定位，自主

创新，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

上海连续四年保持命案全破

得益于大数据技术，隐藏在案发现场遗留物中的生物信息密码
成功破解，一起14年悬案的三名犯罪嫌疑人被一举逮捕

“你是不是接到骗子电话了？”日前，家

住松江区的夏女士在接到诈骗电话后，已

走错了第一步，在附近酒店登记入住。好在

通过反电信网络诈骗联动机制， 派出所民

警接力处置， 及时阻止这起正在发生的诈

骗案件，避免了一场迫在眉睫的经济损失。

但夏女士怎么也想不明白， 民警是如何知

道她已陷入诈骗圈套的。

去年， 上海全力打造智慧公安数据中

心和综合服务平台， 汇聚与城市公共安全

相关的数据，研发多种模型系统，提前预判

违法犯罪活动，将其消除在萌芽状态。

在“一中心一平台”的支撑下，上海警

方推动完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技术防阻和

远端劝阻、上门联动劝阻等机制，共发送电

信网络诈骗劝阻短信 246 万余条， 拨打劝

阻电话 15.7 万余次，全市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破案数、 抓获犯罪嫌疑人数同比分别上

升 30.1%、126.3%， 见面劝阻潜在被害人

2.7 万余人次， 避免群众经济损失达 37.6

亿元。 此外，市公安局通过国际执法合作，

侦破多起重特大跨境系列诈骗案； 捣毁藏

匿在本市商务楼宇中的诈骗团伙 65 个，抓

获犯罪嫌疑人 1360 余名；查冻涉案银行账

户 5000 余个，冻结涉案资金 2.7 亿元。

“14 年了，我一直在等这一天。 ”2004

年， 大木桥路某高层小区发生一起入室抢

劫杀人案，却始终未能侦破。 14 年后，得益

于大数据支撑， 隐藏在现场遗留生物信息

中的密码被成功破解， 常某等三名犯罪嫌

疑人去年被全部抓获。

在侦破重大刑事案件方面 ，“公安大

脑”的支撑作用同样显著。上海已连续四年

保持命案全破，命案立案数连续 12 年呈下

降趋势。在大案要案即发即破的基础上，刑

侦部门通过细化规范流程，进一步完善“上

海失踪人员信息管理工作机制” 和积案痕

迹查比机制， 对历年未破命案积案中的各

类痕迹物证开展查询、比对工作，提升命案

积案侦破率，成功侦破命案积案 16 起。

为严厉打击侵财类案件， 上海警方整

合建立市区两级三合一作战室， 构建两级研

判体系，各级刑侦部门坚持“类案管理”精细

模式，指导一线分层侦破，提升打击质量，全

市盗抢骗类案件破案数同比大幅提升。其中，

“两抢”案件破案率达 98.7%，创历年新高。

去年， 公安巡逻装备得到全面升级，“穿

戴式智能警务终端”“手持式智能警务终端”

等融合国内外领先技术的高智能警务装备投

入使用， 有效提升了巡逻民警主动发现干预

街面违法犯罪的能力， 彻底改变了科技含量

低、人工作业多的传统勤务方式。

“公安大脑”建设使公安机关全面掌握城

市公共安全运行态势， 通过真正意义上的大

数据智能应用， 为警务活动和社会治理精确

决策提供了强大支撑。据统计，去年全市报警

类 110、 违法犯罪案件接报数同比分别下降

18.2%、20.8%，火灾起数、道路交通事故数同

比分别下降 10.7%、11.6%。

■本报记者 何易

■本报记者 沈湫莎

智慧公安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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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上海交通事故起数
和死亡人数“双下降”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2018 年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

平稳、可控，交通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继续实现“双下降”，创历

史新低，且实现全年一次死亡5人（含）以上道路交通事故“零发

生”。这是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18年度本市重点运输行业道路交

通安全状况通报警示会获得的信息。

但是，“两客一危”（长途客运、旅游客运、危化品运输）、渣土

运输、公交客运、出租客运、混泥土搅拌等重点运输行业交通安全

形势不容乐观，车均事故率0.32起，万车死亡率达21.4人，远高于全

市平均水平。

近期，公安交警部门结合“百日安全行动”，从严落实各项管

理措施，去年12月以来停业整顿4家企业，刑事拘留企业法人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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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庭变迁反映国家变化
2018新概念融媒体作品大赛评出18件获奖作品

本报讯 （记者汪荔诚）机器人写作、无人机视频、数据可视

化、 互动 H5??2018 新概念融媒体作品大赛颁奖仪式昨天举

行。 本次大赛以“伟大时代·城市记忆”为主题，分设 H5 新闻、数

据新闻、短视频三个组别，共有 1299 件融媒体作品参加，最终

18 件作品脱颖而出，分获三个组别的一、二、三等奖。

厦门日报新媒体中心为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策划制作的作

品《恋恋厦门》用略带沧桑的方言，将一位离乡多年的华侨的故

事娓娓道来，折射改革开放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获得 H5 新闻

一等奖。 澎湃新闻的数据新闻游戏《答题｜这一份献给改革开放

40 年的考卷，敢不敢来战》，聚焦改革开放 40 年来重要数据指

标，获得数据新闻一等奖。 短视频一等奖获奖作品《40 后、60 后

和 80 后三代人的回忆，这里面有你吗》对比了三代人对房子和

家的不同记忆，以家庭的变迁反映国家的变化。

欢迎更多天下英才参与上海建设
上海市慰问高层次人才暨在沪外国专家

新年文艺晚会举行 尹弘出席
本报讯 2019 年上海市慰问高层次人才暨在沪外国专家新

年文艺晚会昨晚举行。市领导尹弘、于绍良、彭沉雷与 1600 余名

高层次人才、外国专家等出席晚会。

尹弘在致辞时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辛勤工作在全市各行业

各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和外国专家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他

说，2018 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市

上下共同努力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成就。 这份成绩凝结着

各位人才和专家的付出与贡献。 展望 2019 年，上海要在更高起

点、更高层次上推进改革开放，需要更强大、更持久、更广泛的智

力支持。 我们将加强创新平台建设，营造更好环境，让机构、人

才、装置、资金、项目充分活跃起来，让广大人才在上海施展抱

负、 成就事业。 希望各位人才和专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上海发

展，欢迎更多天下英才参与上海建设。

目前，上海人才总量超过 488 万人；拥有两院院士 173 人；

55 名外国专家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1504 人入选“上海领军

人才计划”；3704 名留学人员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1617

人获得上海市首席技师资助；来沪工作创业的留学人员达 16 万

余人；在沪外国人才总量超过 22 万人；2018 年办理外国人工作

许可证近 8 万份，签发《外籍高层次人才确认函》（R 字签证）395

份。上海连续六年在“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

中国城市” 评选中拔得头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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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2018 年度上

海市重点工程实事立功竞赛表彰大会昨

天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上海市重大工

程建设项目去年全年完成投资 1418.9

亿元，包括 133 个项目，投资额创世博会

以来新高；新开工项目共计 23 项，超过

年度计划 64.2%。

一批市重大工程相继完成节点目

标，城市变得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净、更

有温度。 2018 年，上海完成架空线入地

100 多公里，城市天际线更加舒朗。 随着

洋山深水港区四期工程 ， 虹桥机场 T1

航站楼改造工程， 轨道交通 5 号线南延

伸工程、13 号线二期、 三期工程等项目

有序推进，城市交通便利性大大提升。据

了解， 目前本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已达

705 公里。

社会民生保障项目顺利推进。 上海

去年新增养老床位 7100 多张， 一批医

院、体育场、大学校区、妇幼保健院等项

目相继开工。在住房保障方面，实施旧住

房综合改造 1000 余万平方米，受益居民

17 万户；中心城区完成二级旧里以下房

屋改造 42 万平方米，受益居民约 2.1 万

户； 新增各类保障性住房 8.01 万套，超

额完成 5.5 万套的目标任务。

城市生态环境品质得到新提升。 崇

明生态岛、生态廊道、郊野公园等项目建

设顺利； 中小河道黑臭整治和垃圾综合

处置成效明显；新添 224 公里绿道，立体

绿化 40 万平方米，人均绿地达 8.2 平方

米， 全年的 PM2.5 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

40 微克以下，森林覆盖率达到 16.8%。

城市综合管理持续推进。 上海继续

开展“五违四必”专项整治，共拆违 24.09

万处、4205.44 万平方米， 保持新增违建

“零增长”；深化城市综合执法体制改革，

普遍采用大数据，居村网络化全覆盖，无

序设摊、户外广告、建筑垃圾处理等专项

治理取得新实效。

对口援疆建设完成既定目标。 2018

年是第九批上海援疆工作扶贫攻坚承前

启后的关键一年。 上海去年共安排援疆

资金 26.5 亿元， 项目 130 个。 其中，6.4

万套富民房全部开工，竣工率 100%；莎

车县贫困村水电路、泽普县供排水、叶城

县美丽乡村等七项城乡基础设施竣工率

也达到 100%。

上海以更开放姿态吸引全球才智

《上海市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颁布，申报由“推荐制”

改为“提名制”，简化程序、明确责任，让学术不端无处藏身

市政府昨天发布 《上海市深化科技奖励

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简称《实施方案》），对

上海科技奖励制度中的提名机制、奖励对象、

颁奖周期、奖项类别等作出新的规定。

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深化

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提出科技奖励制

度要服务国家发展、激励自主创新、突出价值

导向、公开公平公正。 此次上海发布的《实施

方案》正是在此基础上制订的。记者为此采访

了牵头起草《实施方案》机构的相关负责人。

从“在上海”到“为上海”，

外籍科技工作者纳入授奖范围

从今年开始， 上海市科学技术领域四大

奖项的奖励对象进一步明确： 只要是为上海

作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无论国籍，都可参加

评奖。

为了表彰外籍科技工作者，从 2006年起，

上海科学技术奖新增“国际合作奖”，至今已有

26人获奖。 但是，近年来上海中外科技交流格

外频繁，不少外籍科技工作者为上海科技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张江创建上海科技大学首

个核磁实验室的是瑞士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库尔特·赫尔曼·维特里希，促成同济大学与美

国加州再生医学研究院联合组建“中美干细胞

研究中心” 的是美籍华人孙毅?? “授奖从

‘在上海’变为‘为上海’，上海将以更开放的

姿态吸引全球科技人才贡献聪明才智。”市科

委计划处副处长韩元建说。

此次除了扩大授奖范围， 提名和评审环

节也会更加国际化， 将邀请国际顶尖专家担

任评委，允许外籍专家提名等。

新增具有一票否决权的监
督委员会

《实施方案》还改变了现行的科技人员申

请报奖、单位推荐方式，今后将由专家学者、

相关单位提名，进一步简化提名程序。

提名制是国际科技奖项评选的通行规

则。 韩元建说，提名者和推荐者的责任不同。

一般来说， 推荐人的责任随着推荐环节的结

束而结束， 提名人则要对被提名者的整个评

选过程负责， 包括对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负责。

提名者还需要具备相应的资格， 提名专

家包括：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上海市

科技功臣奖获奖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

程院院士（不含外籍院士），2000 年（含）以后

的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或特等奖的第一

完成人，获得诺贝尔奖、图灵奖等全球性知名

科技奖项且与本市单位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

外籍专家学者， 本市外资研发中心的知名外

籍专家学者。

此次， 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还增

设了监督委员会， 这也是地方科技奖评审奖

励首个设立的监督机构。

韩元建说，该机构具有一票否决权，只要

发现有重复报奖 、拼凑 “包装 ”、请托游说评

委、跑奖等行为，或造假、剽窃、侵占他人成果

的，一律取消评奖资格，违规的责任人和单位

将被记入科技奖励诚信档案。

大幅提高奖金，让科学真
正得到尊重

上海科学技术奖的两个人物奖———科技

功臣奖和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 评审周期也

从两年一次调整为一年一次， 以鼓励更多科

技人才脱颖而出。

奖励金额也有大幅度提高。 科技功臣奖

从原来 50 万元调整到 200 万元， 特等奖从

50 万元调整到 100 万元，其他奖项的奖金额

也有一定程度上调。

除此之外， 今年上海科技奖还将出现一

个“新面孔”———科学技术普及奖，这也是地

方科技奖励系统首个以“科普”之名单独设立

的奖项。在历年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中，上海

有一批关心和践行科普的科技工作者多次斩

获国家奖， 如今年揭晓的三个国家奖科普项

目，上海就占得其中两席。 科普单独设奖后，

将进一步调动科学家投身科普的积极性，让

科学精神在上海蔚然成风。

七星彩第 19005 期公告
中奖号码： 4 9 1 5 2 7 6

一等奖 1 5000000 元

二等奖 14 24439 元

三等奖 232 1800 元

四等奖 2568 300 元

五等奖 32040 20 元

六等奖 358907 5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为：

4901965.83元

排列 5 第 19011 期公告
中奖号码： 4 9 2 1 4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19011 期公告
中奖号码： 4 9 2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体彩公报

“上海大调研”微信公众号传递群众呼声
上线一年助推150多个市民关注问题整改解决

本报讯 1月12日， “上海大调研” 微信

公众号上线一年， 全年无休， 共推送981篇

调研稿件， 收获订阅用户52273人、 网友留

言4.5万条， 助推150多个市民关注问题的整

改解决。

“上海大调研” 微信公众号忠实记录了

各级干部走进老百姓房子、 工厂企业院子的

调研印记， 开设的 “书记手记” 和 “调研手

札” 栏目推送了全市214位干部的亲笔手记，

其中既有各区和市级委办局的主要负责同

志， 也有街镇村居的基层一线书记， 真实反

映各级干部在大调研中听实言、 察实情、 出

实策， 展现他们用脚板丈量民情， 用真心收

集民意， 用零距离实现心连心。

对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 “上海大调

研” 微信公众号广开渠道听呼声， 鼓励市民

们为大调研献计献策 。 微信公众号开设的

“多倍镜” 栏目一年中收到各类留言4.5万余

条， 推动相关的区和委办局就老公房加装电

梯、 夏夜噪音扰民、 学生冬季午餐保温、 专

利审查速度慢、 企业办证时间长、 外卖餐盒

环境污染等150多个各领域问题进行整改并

推出长效机制， 努力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

“上海大调研 ” 微信公众号全方位 、

多层次呈现各区各部门走访企业 、 回应需

求 、 出台政策的历程 。 自去年11月来 ， 微

信公众号推出的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

专题策划 ， 每天关注一个部门或区域走

访民营企业情况 ， 两个月中推送相关内

容140余篇 ， 有力地展现了通过大调研帮

助民营企业解决问题 、 稳定预期 、 提振

信心的进程。

“键盘不能代替脚板， 指尖不能代替脚

尖， 大调研只有开始没有结束。” 新的一年

中， “上海大调研 ” 微信公众号将继续及

时准确传递大调研工作讯息 ， 呈现来自基

层鲜活的事例 ， 不断利用各类新媒体手段

收集 、 整理 、 传递群众的呼声 ， 让更多市

民认可大调研、 参与大调研、 献计大调研。

■ 从今年开始， 上海市科学技术领域四大奖项的奖励对象进一步明
确： 只要是为上海作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 无论国籍， 都可参加评奖

■ 现行的科技人员申请报奖、 单位推荐方式也将改变， 今后将由专

家学者、 相关单位提名， 进一步简化提名程序

■ 上海科学技术奖的两个人物奖———科技功臣奖和青年科技杰出贡
献奖， 评审周期从两年一次调整为一年一次。 奖励金额大幅度提高， 科
技功臣奖从 50 万元调整到 200 万元， 特等奖从 50 万元调整到 100 万
元。 今年上海科技奖还将出现一个 “新面孔” ———科学技术普及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