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确认参展北京世园会

距离4月29日2019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
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目前，世园会园区建设
已经进入到冲刺阶段，各展园将进行时令花卉和
地被栽植，届时，一个汇聚全球精品园艺的百园
之园将亮相在中外观众面前

荩 刊第三版

今年 “一网通办” 将新增 100 个业务流程优化和再造事项、 新增一
批 “零跑动” 事项， 总体上减少一半的审批材料和审批时限———这几个
数字， 掷地有声， 容不下水分， 而且将持续面对公众和媒体的监督

■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

■ 昨天是第 12 个 “世界孤独症日”， 闵行
区开始施行 《孤独症群体援助体系建设实施意
见》。 这是全国首个由区政府牵头落实的针对

孤独症这一特殊人群的关爱援助项目。 闵行区
各部门将对照现有政策， 按照年龄分类、 救助
形式、 覆盖范围、 救助标准、 资金类别等分类

梳理， 完善相关政策， 使孤独症群体得到精准
和有效的帮扶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 要真正打通国内学术“走出去”的传播通道，“版权卖掉就大功告
成”的想法已经行不通了，而是需要出版界和学界摸清目标读者的图书
市场、阅读习惯，乃至海外学术出版规范，让中国声音传得更远更精准

■本报记者 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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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多云到阴 温度:最低12℃ 最高18℃ 偏东风3-4级
明天 阴有小雨 温度:最低11℃ 最高14℃ 偏南风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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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列入外译计划，有学者为何“宁可不出”

中国学术走出去译成外语就够了？学界关注如何真正打通传播通道———

“碰到这么好的翻译者， 算是我的幸

运。 在我看来， 所有译成外文的著作尤其

是人文社科类图书， 实际上是作者和译者

合力再创造的一个过程。” 昨天， 复旦大学

出版社 、 荷兰博睿出版社在沪联合举办

“当代中国学术国际传播研讨会”， 著名文

史学家葛兆光谈及 《中国思想史》 两卷本

英语版出齐时， 特别致谢了译者。

并非每位中国学人的心血之作， 都能

这么走运。 研讨会现场， 数名学者直言辛

酸经历———有著作被出版社列入外译计划，

自己却选择 “宁可不出”， 原因集中在几个

层面： 出版方以招标方式找译者， 但肩负

“摆渡人 ” 重任的角色往往对原著知之甚

少； 有的仓促上马， 译作谬误百出、 质量

明显不过关； 有的著作出版后却鲜少有人

问津……这些尴尬事实， 直指当下国内学

术出版 “走出去” 所面临的困境。

仓促上马的外译项目成流水
线作业？ “甩手掌柜”心态要不得

除了 《中国思想史》， 葛兆光有部 《古

代中国文化讲义 》 也被一些出版社相中 ，

“之前有出版机构联系我， 说找了一位业内

很有名、 地位颇高的专家来操刀翻译， 结

果拿到一部分译稿后， 大跌眼镜。” 葛兆光

和学生们在核对中发现， 其中竟有几段文

字直接从搜索引擎的翻译软件里拷贝过来，

语句不通， 根本没法用。

“这样的译稿水准也敢拿出来， 要是

传到国外出版市场 ， 实在不成样子 。” 后

来， 这个项目就搁浅了， “一直搁到现在，

找不到合适的译者， 索性不要出。”

不止葛兆光，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章

清也有同样的感慨。 茛 下转第四版

聚焦脱贫攻坚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
全国民政会议召开 李克强会见与会代表

习近平对民政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新华社北京 4 月 2 日电 近日 ，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对民政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习近平强调，近年来，民政系统

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 革弊鼎新、

攻坚克难， 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有

力服务了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习近平指出 ， 民政工作关系民

生、连着民心，是社会建设的兜底性、

基础性工作。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对民政工作的领

导，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推动民

政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各级民政部门

要加强党的建设， 坚持改革创新，聚

焦脱贫攻坚，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

众关切， 更好履行基本民生保障、基

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务等职责，

茛 下转第五版

现实主义创作黄金期，蕴藏实力派的星辰大海
电视剧行业逐渐“调焦”，不少现实题材新剧让40+演技派再亮相

大青衣们正闪闪发光。观众刚在荧屏上

送走刘蓓的林翠卿和姚晨的苏明玉，北京电

视节目交易会上新剧揭面，又把一批“熟龄

佳人” 演技派送进了待播序列： 蒋雯丽、陈

瑾、咏梅、马伊琍、梅婷、小陶虹、曾黎、海清、

刘涛、闫妮……

遥想去年此时，网友畅想的《淑女的品

格》正当流行。观演两端都在焦虑，女演员们

苦恼于“中年困局”，而对刻板化角色不满意

的观众则集体抱怨，“什么年代了，电视剧里

的中国女性怎么还是一副面孔”。 此一时彼

一时。 虽说势头不比男性同行更猛，但一批

实力派大青衣的集体再亮相已成气候。

一年间发生了什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

会副主席尹鸿在发布《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

报告 2019》时做此判断：“整体上看，影视产

业进入调试阶段，资本结构发生变化。”趋于

理性的市场反馈在创作端，“调焦” 发生了，

“现实题材占比稳步上升。”再看大青衣们的

新作，清一色具有现实主义的基因。

当生活承包了创作的源头， 更新的荧

屏中国女性形象完全可以不那么单调笼

统。 又岂止是女演员迎来集体爆发，现实主

义创作的黄金期， 蕴藏着优秀表演者的星

辰大海。

市场焦点渐变， 编剧可以挣
脱为流量为明星度身定制的枷锁

刘蓓和姚晨先后证明，要破解所谓女演

员的中年困境，一个有内涵的剧本、一个有

层次的人物是必要条件。 同理，大青衣们是

否集体逆袭，看演员表更看新角色是否足够

有魅力。 茛 下转第四版

从早期筛查、融入学习到最后就业……上海闵行区率先构建孤独症群体援助体系

精准帮扶，让更多“星星的孩子”随班就读
荩 刊第二版

“一
网
通
办
”
：
数
据
治
理
提
振
服
务
能
级

张

懿

围绕“数据治理”这个颇具新

意的关键词， 上海近期新发布了

一份文件， 在国内率先就公共数

据该如何归集、 共享、 利用、保

护，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任务和方

案。 它为大数据时代政府该如何

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如

何推进职能转变打开了思路。

这份文件就是 《上海市加快

推进数据治理 促进公共数据应

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去年 11 月 1 日，《上海市公共数

据和一网通办管理办法》正式施

行。 两部文件合在一起，为上海

政府部门管理公共数据 、 推进

“一网通办”确立了框架。

数据历来存在。 但进入大数

据时代， 数据的价值和存在方式

却较以往有所不同。一般而言，所

谓大数据，必须具备以下特征：数

据规模极大、数据维度繁多、数据

流转极快、数据价值密度低。

如今，受益于物联网、移动通

信、 存储技术等的发展， 许多领

域、 许多主体的数据第一次可以

被采集、被存储、被分析。 有研究

认为，人类如今在 20 多个月里产

生的数据， 抵得上过去几百万年

的总和。海量数据带来的挑战是：

若能有效利用数据， 把低价值的

“数据碎片”整合起来，那么数据

就有可能变成极具战略意义的资

产。数据是必须治理的，治理方式

的不同可能会决定了它是金子还

是沙子。

从去年为公共数据立法，到

现在提出“数据治理”的理念和任

务，上海这些创新举措表明，这座

城市已经把数据资产的管理作为

一个重要议题， 同时政府决心扮

演重要角色。

传统上， 政府的活动范围和

治理对象， 是由物理空间和人类

社会构成的二元世界。 但在许多

科学家看来，现在，大数据本身正

在逐渐造就一个不同于物理空间

和人类社会的“第三空间”。 从这

个角度出发，在这片新诞生的“数

据空间”，政府不该缺位，而且政

府的治理结果也会传导至物理空

间和人类社会。

目前，上海正在大力发展“一

网通办”。 从数据治理的角度来

看，“一网通办” 是公共数据最主

要的应用场景。 它不仅能提高政

府的服务效能，扩大其服务半径，

而且还有可能引导、甚至创造出新

的政府职能———正如许多人将数据视作一种能与石油、 铁矿

等相提并论的矿藏，未来，这种矿藏完全可以创造出大量财富

和就业。 而政府则需要把数据治理变成一种高质量的公共产

品。 “一网通办”平台很有可能会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数据治理还处在早期。 但上海已经通过“一网通

办”，为未来持续捕捉“大数据机遇”“打造大数据之都”奠定

坚实基础。 今年，上海将首次把原先散落在各部门的数据，

实现物理汇聚，打造出全国最大的公共数据资源池；围绕

这些数据的管理，上海已经组建了大数据中心这一全新的

机构，并且，该中心还直接负责推进“一网通办”平台的建

设。 此外，对于公共数据，政府确立的各种共享和数据流动

的规则，在有所为之外，也注重营造开放、有活力的生态，希

望依靠市场力量，让数据为社会赋能。

“一网通办”驱动办事提速服务增效
在上海新设立一家企业，只需跑一次，只需要一天———这样的办事效率还有潜力可挖

新开设一家企业， 你现在到政府窗口办

完所有手续的耗时， 已经从几周被压缩到了

一天。那么，这样的效率还有潜力可挖么？对

上海来说，答案是肯定的。自信的底气，来自

于“一网通办”。开通才几个月的“一网通办”，

已成为上海政务服务的金字招牌。不过“一网

通办”或许会在今年出现更大升级，带来更多

惊喜。 通过这一平台， 上海不断强化服务政

府、智慧政府建设，有望不断挑战政务服务效

率和服务体验的极限。

“只跑一次”，绝不是终点

“一网通办”是上海深化“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的主打品牌， 其建设初衷与核

心，就是梳理面向市民、企业的服务事项，实

现一网受理、只跑一次、一次办成。不过，按现

在的情况来看，“只跑一次”“一次办成” 并不会

是“一网通办”的极限。比如，来自上海市场监管

部门的信息显示，得益于电子证照的深化应用，

上海有望实现新企业注册的全程无纸化。 一旦

注册人符合条件，他在开设企业时，就可以足不

出户，于是从“只跑一次”变为“零跑动”。

同样，如果说之前有部分类型的企业，新

注册所需时间已达到看似极限的“1天”；但今

年，该效率很可能会“翻番”———也就是说在

半天内办妥。 由于新注册企业的效率是世界

银行营商环境评估的重要指标，可以预料，上

海今年有望继续为提升我国营商环境的国际

排名有所贡献。

对市民来说， 上海的政务服务体验同样

有望在今年出现新的飞跃。 比如， 只要装了

“一网通办”的手机应用“随申办”，市民在全

市200多个社区事务服务中心办事时，就可以

用该App下载电子身份证、居住证，从而完全

替代纸质证件办事。事实上，今年上海两会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一网通办” 就亮出了新目

标———行政审批事项减半、 百姓办事时限减

半。要知道，这是在去年上海营商环境出现显

著优化的基础上所提出的目标，其蕴含的“啃

硬骨头”“打破极限”意味不言而喻。

从“一网”到“通办”，攻坚不停步

去年是“一网通办”启动年，上海把打造

“一网”框架作为重点，在前台不断做强做实

“一网通办”线上线下服务渠道；在后台则形

成了统一的政务事务受理平台， 有统一的用

户身份认证、客服、缴费和物流体系。

不难看出， 经过去年的工作，“一网通办”得

以在一个平台上汇聚原先分散在各部门的服

务事项。 茛 下转第五版

■ 园区“一心、两轴、三带、多片区”基本成型
■ 将举办 2500 场活动 2 万志愿者上岗

对于明星，岁月是神偷，会带走容

颜；但对演员，时间是馈赠。 当生活承

包了创作的源头， 更新的荧屏中国女

性形象完全可以不那么单调笼统。 均片方供图 制图： 李洁

■本报北京专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