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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晴到多云，早晨局部地区有雾 温度:最低4? 最高12℃ 西北风3-4级
明天多云到阴，下半夜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 温度:最低6℃ 最高13℃ 北到东北风4-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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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会谈
欢迎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把两国互补优势转化为合作成果
新华社北京 12 月 3 日电 （记者

白洁）国家主席习近平 3 日在人民大

会堂同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会谈。

习近平欢迎布克尔首次对中国

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指出，中萨建

立和发展外交关系，是两国交往史上

的大事，开启了双方合作大门，顺应

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

益。 建交一年来，双方各领域交流日

益密切，经贸合作持续拓展，相互了

解不断加深。总统先生作出维护和发

展中萨关系的正确决定，展现出政治

家的战略眼光和历史担当。 你表示，

中萨关系“大有可为、前景光明 ”，我

对此表示赞同。 中方愿同萨方一道，

在相互尊重、 互不干涉内政基础上，

增进互信，扩大交往，加强合作，推动

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加强基础设

施、农业 、质检 、能源 、水利 、科技等

领域合作，打造民生亮点，造福两国

人民。 中方愿向萨方提供力所能及

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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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银行日前发布的 《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办理建

筑许可”指标表现抢眼，在 10 个评

估指标中进步幅度最大———提升

88 位，跃至第 33 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也是上海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与世界同业一次

业务能力的正面较量。众所周知，世

界银行对中国营商环境的排名由北

京、上海两座城市的数据组成，上海

的权重为 55%。 中国办理建筑许可

耗时 111 天， 质量控制指数得到满

分 15 分，远高于东亚地区 132 天和

9.4 分的平均水平。 这其中，自然有

基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的功劳。

夯基垒台，立梁架柱，一幅优化

营商环境改革图景跃然而现： 两轮

改革， 法治先行，20 多项改革新政

攻破供排水接入、工程竣工验收、现

场质量管理等难点环节，衍出 30 多

个配套文件和办事……市住房城乡

建设委介绍，今年年底前，上海优化

营商环境建筑许可指标还将推出

3.0 版，继续在“时长、环节、成本”这

些关键点寻求突破与拓展。

提升88位的背后，

起笔不凡、落笔有声

“办理建筑许可”，短短六个字

却笔力千钧。 它是世界银行现有 10

项测评指标中，涉及审批部门最多、环

节相对复杂、时间周期最长的一项。

自 2017 年以来，市住房城乡建

设委针对“全过程审批部门多、环节

多、要求多、时间长”等瓶颈问题，率

先推出“流程再造、分类审批、提前

介入、告知承诺、多评合一、多图联

审、同步审批、限时办结”等一系列

改革 1.0 版举措。 在此基础上，充分

吸收世界银行团队提出的改革建

议， 有效借鉴了世界先进经济体的

改革做法， 完善推出了改革 2.0 版

举措， 尽最大可能提升建筑许可办

理的便利化水平。

总体来说， 上海改革思路可以

概括为 4 个“一”：“一个系统”，是指

上海市政府网上政务大厅的 “上海

市建设工程联审共享平台”，企业进

到这个窗口 ， 就能办事 ；“一门心

思”，站在企业角度，对审批和服务

事项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流程再

造；“一网通办”，利用大数据等技术

手段 ，推动 “互联网+政务 ”；“一种

作风”，解决服务态度和服务能力问

题，为此，市住房城乡建设委通过完

善 “一图读懂”“改革流程图”“百问

百答”等方式，又大规模开展对一线

窗口人员的培训考核，打通改善营商环境“最后一公里”。

“内转外不转”，破障碍、去烦苛、筑坦途

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 上海并没有满足于国内领

先，始终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开放的心态，做好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上海推出的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举措，即便与世界

一流水平相比也毫不逊色。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以世界银行评价为契机， 为了高水

平推进“办理建筑许可”改革，积极对标前沿经济体，深入了

解国际先进经验，认真听取具体建议。 茛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会见出席“2019从都国际论坛”外方嘉宾指出，中国要以自己的实践证明国强未必称霸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能够不断发展稳定的最根本原因，得到了全中国人民
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我们将坚定不移继续沿着我们选择的道路走下去

新华社北京 12 月 3 日电 （记者白洁 ）

国家主席习近平 3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

“2019 从都国际论坛” 外方嘉宾。

习近平介绍了中国治国安邦之路和对当

前国际形势的看法。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这种历史性年

份总会给人们带来深层次思考。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取得了伟大的发展成就。 行稳才

能致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能够

不断发展稳定的最根本原因， 得到了全中国

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我们将坚定不移继

续沿着我们选择的道路走下去。 中国将继续

坚持改革开放， 如期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

斗目标。 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习近平指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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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国际秩序并不完
美 ， 但不必推倒重来 ， 也不
需另起炉灶 ， 而是应在悉心
维护的基础上改革完善 。 各
国应承担起各自使命责任 ，

开展建设性对话 ， 坚持求同
存异 ， 坚持多边主义 ， 为实
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
宏伟目标发挥正能量

会见前， 习近平同外方嘉宾集体合影。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长三角一体化提升大虹桥总部经济高地势能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范围内已累计吸引各类总部企业289家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范围内目前已累计

吸引各类总部企业 289 家，其中投资主体涉

及世界 500 强的有 16 家， 经认定的跨国公

司地区总部 27 家， 主体在国内外上市的企

业 121 家———这里已成为总部经济集聚发

展的重要区域。

不久前发布的《关于加快虹桥商务区建

设打造国际开放枢纽的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实施方案》）提出，总部经济集聚高地是虹

桥商务区未来聚焦的方向之一。 记者昨天走

访了在大虹桥安家的两家跨国公司地区总

部，畅谈在这里发展总部经济的独特优势。

短短十年“长”出一个总部高地

博世中国总裁陈玉东清楚记得 ：2008

年 5 月初，他从德国回上海工作；半个月后，

投资 10 亿元的博世中国总部大楼在大虹桥

开工，“当时，对面还是一片菜地，有一个烂

尾的仓库和一些农民房子，附近的虹桥火车

站也还在建设中。 ”作为最早一批入驻虹桥

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博世与旁边的联合利

华“两两相望”。

短短 11 年， 沧海竟然已变桑田———原

来的荒地上，“长”出了一栋栋总部大楼。“我

们总部大楼有 7 万平方米， 从建设到入驻，

再到员工翻番，这些年见证了虹桥商务区的

发展，感受到了这里澎湃的活力。”在陈玉东

看来，上海未来的发展新动力，一定来自东

边的临港和西边的大虹桥，“十年前的决定

是正确的”。

德国莱茵金属汽车集团是虹桥商务区

的后来者，但中国市场如今已是其全球第二

大市场。 2014 年，公司决定在上海成立跨国

公司地区总部，并选择入驻虹桥商务区。 在

其 中 国 总 裁 洛 塔 尔·施 耐 德 （Lothar

Schneider）看来，这里的基础环境优越，交通

便利，未来潜力无限。

虹桥商务区管委会商务发展处副处长

朱莹华介绍，这几年，虹桥商务区不断成熟，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又带来了溢出效应，总

部经济集聚明显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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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部设在上海的博世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

荨 位于上海的莱茵金属汽车集

团中国区总部。 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多语种+

国别研究高校为讲好中国故事“定制”人才
上海外国语大学以“高定”路线构筑战略语种人才“森林”

攻读小语种，越来越有“大”前途。 作为

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一批哈萨克语专业学生，

今年刚上大三的鞠晓明、李子鑫已按照培养

计划远赴哈萨克斯坦留学。 上学期，他俩还

在读大二时，就已通过外交部遴选，纳入定

向培养对象。

在校期间，鞠晓明和李子鑫除了学习哈

萨克语专业课程外，还修习了俄语课程。 当

然，在他们这个班级，多数学生还具备不俗

的英语能力。 如今，从上外走出的多语种人

才越来越多， 不少学生都掌握三国语言，堪

称“硬核”技能傍身。

在越来越多人具备英语运用能力的年

代，外国语院校该何去何从？ 外语人才培养

改革呼吁多年，真正的突破口又在哪里？ 正

如一些业内人士所言，上外已然用实际行动

给出了答案：启动 “多语种+”战略 ，对接国

家战略需求，在外语人才培养上走“高级定

制”路线。从过去教会学生讲好外语，到如今

引导学生讲好 “中国故事”———上外正构筑

起一片蔚为壮观的战略语种人才“森林”。

培养多语种人才，加大区域
国别研究

在刚刚成功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上，上外创造了一项纪录：派往进

博会的志愿者人数连续两年居沪上 38 所高

校之首。 今年，上外直接派出 512 名师生进

驻进博会，涉及 15 种语言的志愿服务工作。

这些上外“小叶子”基本掌握两三国外语，其

中一门还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非通用语种。

无论展商或观众讲的是印尼语、 波斯语、乌

兹别克语、哈萨克语，还是波兰语，他们均能

从容应对。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青

年教师郑洁岚已连续两年为进博会提供语言

服务。 郑洁岚精通俄语、英语，还学习过乌克

兰语。从学院近年来的变化中，她清晰感受到

学校在外语人才培养方面的全新部署。

2017 年底， 郑洁岚所在的上外俄语系

更名为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更名前，俄语

系只有俄语和乌克兰语两个专业。而在短短

两年间，学院增设了包括乌兹别克语、哈萨

克语等六个全新语种，不少非通用语种专业

都是首次在沪上高校开设。 鞠晓明、李子鑫

都是 2017 年入学的第一批哈萨克语专业本

科生。目前，这个班有 10 名学生分别赴哈萨

克斯坦国立古米廖夫欧亚大学和阿布来汗

国际关系与世界语言大学留学一年。

除了“扩容”语种专业，该学院还设有俄

罗斯研究中心、哈萨克斯坦研究中心、乌兹

别克斯坦研究中心等区域国别研究中心。

茛 下转第五版

■本报记者 樊丽萍

俯瞰临港新片区港城广场。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临港新片区发布
土地政策“大礼包”

■ 临港新片区昨天正式发布 《关于支持
临港新片区产业、 研发用地提高容积率的实
施意见》 等一系列政策， 鼓励优质产业项目
提升容积率， 增加地下空间。 对于综合绩效
评估为 A 类的企业， 其提高容积率或开发建
设地下空间作为地上主体建筑的配套设施的
新增建筑面积， 土地价款收取比例为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