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好“招商员”和“城市推介员”
———坚定不移把优化营商环境向纵深推进系列评论之八

陈跃刚

优化营商环境是一项跨部门、 跨

区域、 跨层级的系统工程， 必须拧成

一股绳、 劲往一处使， 齐心协力、 密

切配合、 全力以赴。 上海市委书记李

强强调， 各区各部门各单位主要负责

同志要亲力亲为， 当好上海高质量发

展的 “招商员” 和 “城市推介员”。

当好 “招商员 ” 和 “城市推介

员”， 要讲好上海故事。 上海是靠吃改

革饭 、 走开放路 、 打创新牌走到今天

的。 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上， 上海正加快

建设 “五个中心”， 全力打响 “四大品

牌”， 强化 “四大功能”， 推动高质量发

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 努力建设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 这里有 “新时代， 共享未来” 的进

口博览会； 这里有围绕 “五个重要” 推

进全方位、 深层次、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

临港新片区； 这里有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国家战略， 将成为世界人口最多、 经济

总量规模最大、 最有活力最有创新的城

市群； 这里有孕育 “中国的苹果” 的科

创板； 这里有 “特斯拉速度” 成为常速

的营商环境； 这里有吸引力越来越大的

“世界的会客厅” ……具有开放、 创新、

包容城市品格的上海， 是海外企业进入

中国市场的最好选择 ， 也是国内企业

“走出去” 的最好跳板。

当好 “招商员” 和 “城市推介员”，

要创新精准招商模式。 闻鸡起舞， 击鼓

而进。 区长挂帅 “招商小组”， 建立重

点项目 “招商专班” 机制和 “项目经理

人 ” 制度 ， 实施 “全程帮办 ” ； 实施

“全球服务商” 计划， 组建产业链 “招

商战队” ……一场招商引资、 投资创业

的热潮展现出上海干部干事创业的拼

劲， 也向世界传达了上海浓浓的合作诚

意。 群雁高飞头雁领。 领导干部要充分

发挥好关键作用 ， 走在前头 、 当好表

率 。 做优 “以商招商 ”， 完善产业链 ，

打造更有竞争力的主导产业 ， 围绕补

链、 扩链、 强链进行精准招商、 定点招

商； 做活 “引才招商”， 吸引生活在全

球的华人科学家来上海开展科研活动；

做好 “统筹 ” 文章 ， 增强 “联动 ” 意

识， 把各方资源广泛动员起来， 拧成一

股绳、 劲往一处使。

企业强则城市强，企业兴则城市兴。营

商环境是企业的重要生命线， 营商环境就

是生产力。 我们既要沉下心来优化环境，

“栽好梧桐树”； 又要主动出击抓好项目，

“引得凤凰来”。 只有把营商环境、 投资促

进、产业发展等统筹考虑、整体推进，才能

加快形成优环境、抓投资、促发展的强大合

力。 从长远来看，“造环境” 的意义要大于

“找项目”。营商环境是城市重要的软实力，

也是城市极其重要的吸引力、 创造力和竞

争力。一个城市只有形成良好的营商环境，

才能引来好项目，留住好项目。 反之，即使

一时留住了也长不大，长大了也会流走。让

企业安心投资、称心经营、放心发展，

就必须坚定不移把优化营商环境向纵

深推进， 全力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

投资发展环境。

营商环境的 “上海样本” 充分显

示， 上海是一片干事创业的热土， 是

企业成长的乐土。 做强专业化政府招

商队伍 ， 做精专业机构招商 ， 强化

“实干” 氛围， 一定会有更多优秀企

业、 优质项目选择上海、 扎根上海，

上海一定会飞出更多的 “金凤凰”。

（作者为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
院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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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艺院团以“一团一策”
形成创作激励机制，成绩单“高光”频现

2019年上海国有院团新创剧目109部，吸引观众329万人次，演出场次、演出收入等指标再创新高

上海 18 家市级国有文艺院团的

“掌门人”昨天会聚中华艺术宫 ，在 “一

团一策”年度大考中，晒出 2019 年的成

绩单。 一年来，各院团激励创作鼓励演

出，剧目创作、演出场次、演出收入等指

标再创新高。 2019 年，18 家市级国有文

艺院团新创（含改编）大型剧目 109 部，

较去年增加 11 部； 院团演出收入 3.03

亿元 ， 较去年增长 0.18 亿元 ， 增幅

6.3%；全年演出 10790 场 ，较去年增加

571 场，吸引观众 329 万人次。

不仅数据喜人 ， 这份成绩单可谓

“高光”频现。 过去一年，国内外展演及

赛事中，上海出品佳讯频传。 在第十二

届中国艺术节上，上海歌舞团创作的舞

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喜获“文华大奖”；

上海淮剧团艺术总监梁伟平获“文华表

演奖”。 杂技剧《战上海》获第四届中国

杂技艺术节全国优秀杂技剧目展演奖；

木偶剧《华山神童 》获第六届俄罗斯鄂

木斯克“金小丑”国际木偶艺术节“特别

奖”“最佳演员技术与剧目奖”；《最后一

头战象》 获中国木偶皮影艺术学会、国

际木联中国中心特别表彰。 2019 年，上

海戏曲电影再度走向国际 A 类电影节，

赢得喝彩。 3D 越剧电影《西厢记》在东

京国际电影节荣获“艺术贡献奖”，并和

京剧电影 《曹操与杨修 》、昆剧电影 《景

阳钟》 亮相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

引发西方影迷关注。

与会专家认为，2020 年上海舞台艺

术进入厚积薄发 、 承上启下的关键之

年，从源头抓创作显得尤为重要。 艺术

创作要有大格局 ，要有雄心 ，也要有定

力， 上海文艺工作者要与时代共振，拿

出更多佳作，体现新时代新作为。

擦亮“上海文化”品牌，

艺术创作谱写时代华章

一年来，上海文艺创作精彩纷呈。

去年 5 月，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成

功在沪举办，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不

仅担纲开幕演出还获得“文华大奖”。眼

下，《永不消逝的电波》正在热演，据悉，

这台上海出品的舞剧已经演出超过百

场 ， 今年还将在全国 27 座城市巡演

118 场，英雄的故事将一次次在“电波”

中回响。

同样是在 “十二艺节 ”上 ，沪剧 《敦

煌女儿》在艺术圈掀起了 “沪剧热 ”，演

出直播点击量达 762.2 万人次。 与此同

时 ，话剧 《追梦云天 》，京剧 《北平无战

事》、昆剧 《浣纱记传奇 》、木偶剧 《最后

一头战象》、 儿童剧 《那山有片粉色的

云》也在艺术节期间精彩上演。

“创作走到高点后要花更大心力精

选剧本， 在选题的甄选上要有定力、有

判断力。 ”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刘文

国认为，发挥不同舞台门类的优势和特

色，推动现实题材创作 ，是上海舞台艺

术繁荣的关键 。 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

波 》、杂技剧 《战上海 》、沪剧 《一号机

密》，以三种文艺样式聚焦红色题材、上

海故事，礼赞英雄、讴歌信仰，共同构成

了“红色三部曲”，刷新了观众对红色题

材舞台作品的既有印象。

去年 11 月， 海派舞台艺术作品亮

相第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 上

海交响乐团、上海民族乐团圆满完成欢

迎宴会演出任务，昆剧 《椅子 》选段 、越

剧《梁祝 》选段作为进博会中法双边活

动表演剧目，成功展示中华传统文化。

从中国舞台走向世界 ，去年一年 ，

上海出品频频在海外亮相 。 现代芭蕾

舞剧《长恨歌 》赴俄罗斯莫斯科参加第

十四届契诃夫国际戏剧节 ； 海派芭蕾

舞剧《马可·波罗 》和芭蕾精品专场 《舞

之魅》赴比利时献演。 上海歌剧院交响

乐团 “飞越太平洋 ”美国巡演项目 ，横

跨 14 个州演出 21 场 ；歌剧 《图兰朵 》

和原创现代舞剧 《早春二月 》 首赴中

东，为迪拜歌剧院演出季开幕。 上海民

乐团 《海上雅韵———精品音乐会 》在比

利时献演 ；室内乐版 《海上生民乐 》赴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参加中国驻当地大

使馆举办的 “国庆 70 周年 ”演出 ，还应

邀赴泰国、俄罗斯等地演出。 上海交响

乐团开启建团 140 周年世界巡演 ，亮

相美国、英国、瑞士 、奥地利 、荷兰五国

音乐节 。 上海京剧院 《五百年后孙悟

空》赴日连演 8 场 ，联合上海昆剧团赴

日举办 “梅兰芳访日演出 100 周年纪

念公演”活动。

充分利用各自优势 ，

做优做实“演艺大世界”文
化品牌

2019 年，上海国有文艺院团充分利

用各自优势 ，做优做实上海 “演艺大世

界”文化品牌。

围绕打造亚洲演艺之都的目标，艺

术剧场持续引进名家名团名作的首演

首发。 上海大剧院迎来了百老汇原版音

乐剧《摇滚学校》中国首演，巴西圣保罗

交响乐团的亚洲首演等;音乐剧《歌舞线

上》《贝隆夫人》《摇滚红与黑 》 等在上

汽·上海文化广场中国首演。 上海京剧

院、上海昆剧团、上海越剧院、上海沪剧

院、上海淮剧团、上海评弹团、上海市人

民滑稽剧团 、上海民族乐团 、上海木偶

剧团等专业演出团体则为 “演艺大世

界”输送了大量优质演艺节目。

通过打造重要演出品牌，引领观众

文化需求 ，使游客向观众转化 ，助力带

动区域演艺生态发展， 形成产业规模。

文化广场承办了 2019 上海国际音乐剧

节，是中国首个具有专业度和系统性的

音乐剧节。 全新的剧场式系列演讲项目

“艺见”在大剧院正式开讲，分享艺术跨

界新思想概念。 小剧场戏曲节已连续两

年在长江剧场举办，为集聚戏迷和更多

观众提供了平台。 第五届上海国际喜剧

节首度与黄浦区“演艺大世界”合作，于

去年 11 月 8 日至 12 月 15 日举行 ，由

经典喜剧展演季 、亲子互动喜剧 、公益

演出等组成。 有 26 个剧目参加展演，共

计 140 场正式演出。 其中 17 个剧目，共

计 67 场演出安排在黄浦区演艺大世界

的剧场内进行展演。

上海国有文艺院团助力推进“演艺

大世界”， 步子越来越稳， 节奏越来越

快。 浸入式戏剧《不眠之夜》已驻场演出

三周年，2019 年《秘密影院：007 大战皇

家赌场》全新亮相。 《秘密影院》系列的

体量更大，娱乐性更高，体验更丰富，受

众面也更加泛化，不再局限于单纯戏剧

观众，极大地拓展了传统线下演出娱乐

的想象空间与触达边界。

创作要有 “时代感”，

文艺工作者要 “心中有人
民，手中有本领”

考核现场 ，通过 “自己说 、同行评 、

专家点、评委议”的模式，业内专家也为

进一步激发院团活力创作更多精品献

计献策。 记者获悉，上海市级国有院团

2020 年将精心打磨京剧《北平无战事》、

芭蕾舞剧 《闪闪的红星 》、交响乐 《百年

颂》、木偶剧 《最后一头战象 》等一批作

品，向建党 100 周年献礼。 面对更广阔

的舞台 ，各院团深化机制改革 ，完善艺

术传承与人才梯队建设，期待有更大的

作为。

文艺创作关注当下，与时代同频共

振已成为上海文艺界的共识。 日前举行

的上海舞台艺术创作剧本研讨会上，22

部原创作品中反映现实生活、具有时代

感的作品有八部，占比较往年有显著提

升。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副秘书

长吴孝明、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郦国义等强调，将时代特征融入当下的

艺术创作，对上海文艺工作者提出了高

要求，“心中有人民，手上有本领”。

如何在高起点上进一步提升，精益

求精打磨作品也是考核会上讨论的热

点。 “好剧本是一点点磨出来的，没有投

机取巧。 ”专家建议，剧本创作必须“硬

核”，要生动描摹人物 、故事 、家庭和历

史沿革，用真情实感打动观众。 这就要

求创作者加强生活细节的 “储备 ”，使

现实题材的作品更贴近生活 ， 同时也

要注重剧本的文学性 ，形象的语言 、精

巧的结构 、 曲折的情节都是创作制胜

的要素。

提高质量 ，反复打磨甚至 “归零重

塑”的情况在上海文艺创作过程中并不

鲜见。 艺术家于“再创作”的过程发现核

心症结，大刀阔斧地改，精益求精地修，

才能诞生杰作。 去年，新编现代京剧《北

平无战事》1 月在人民大舞台正式首演，

5 月又亮相 “十二艺节 ”舞台 ，9 月这部

剧又拿出了“新版”剧本，从导演理念到

表演方式， 从声腔回归到舞美呈现，进

行全新的创作实践。 上海芭蕾舞团《闪

闪的红星 》已演出 55 场 ，依旧 “咬定青

山不放松 ”地边演边改 ，力求以全新面

貌再现舞台。

(上接第一版)

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

的推进 ， 跨区域科技合作成为常态 ，

上海的创新引领能力 ， 对长三角的辐

射作用日益显现 。 从本年度国家奖的

提名项目来看 ， 由上海牵头 、 长三角

区域企业与科研机构联手完成的科研

攻关与产业化项目明显增多 。 除了京

沪合作项目外 ， 沪苏浙三省的联合创

新项目占到所有跨区域合作项目总数

的近六成。

与上年度相比， 此次获得提名的上

海企业参与项目数大幅提升， 反映出企

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日益增强 。 同

时， 在跨地区合作的提名项目中， 上海

企业频频现身， 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上海

企业积极整合利用全国优势创新资源的

活力和能力。

(上接第一版) 用好上海党的诞生地和初

心始发地的红色文化资源， 深入开展党

史、 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

发展史学习教育， 推动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化于心、 外

化于行 ， 做到思想上统一 、 政治上团

结、 行动上一致。 加强守初心、 担使命

的制度建设， 在强化理论武装、 严格管

理干部、 联系和服务群众、 及时解决群

众的困难和问题等方面， 拿出务实管用

的制度性举措和机制性办法。

李强指出， 守初心、 担使命， 要坚

持 “人民城市人民建 、 人民城市为人

民”， 切实站稳人民立场、 维护人民利

益 ， 把人民群众的小事作为自己的大

事， 努力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 就业、 教育、 医疗等群

众关心的民生工作要一件一件地办成办

好。 努力把握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 怀

着敬畏之心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 不断

深化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 加快推进

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 提高城市治理

科学化 、 精细化 、 智能化水平 。 加快

公园 、 绿道 、 博物馆等城市公共空间

建设 ， 让城市更有序 、 更安全 、 更干

净 。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 在共建共治

共享中把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 演绎

得更加精彩。

李强强调， 要勇于自我革命， 全面

从严治党， 拿出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

向内的勇气， 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 正

视问题 、 克服缺点 ， 不断增强自我净

化、 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的

能力 。 要发扬斗争精神 ， 增强斗争本

领， 练就担当作为的铁肩膀、 真本领。

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着

力抓好党的政治建设， 严格落实管党治

党责任， 下大力气持续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等突出问题， 不断提高上海党

的建设质量和水平。

欧阳淞指出，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在上海市委领

导下， 上海市各级党组织认真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主题教育、 关于

上海工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精心

组织、 扎实推进， 突出一个 “实” 字，

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 深

入查找检视问题 ， 以自我革命精神推

进整改落实和专项整治 ， 改革发展稳

定各项工作全面推进 ， 主题教育取得

了重大成果。

欧阳淞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

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坚持不懈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

精神， 筑牢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的

思想根基， 巩固扩大主题教育成果。 要

自觉提升政治站位， 推动广大党员、 干

部增强 “四个意识 ” 、 坚定 “四个自

信”、 做到 “两个维护”， 坚定不移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本地区本领域的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确保党

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要充分运用党

的自我革命的丰富成果， 组织党员、 干

部经常性检视和解决违背初心使命的问

题， 持续抓好整改落实， 确保主题教育

确定的整改任务和专项整治工作落到实

处， 推动上海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更

大成绩。

市委常委于绍良、 陈寅、 吴清、 翁

祖亮、 周慧琳、 诸葛宇杰、 凌希和市人

大常委会、 市政府、 市政协负责同志，

市高级法院院长、 市检察院检察长， 中

央第六巡回督导组有关同志， 我市第一

批、 第二批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

题教育单位党委 （党组 ） 主要负责同

志， 第一批、 第二批市委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巡回指导组组长、

副组长等出席会议。

静安区委、 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 、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

区管委会党组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

着力形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常态长效机制

创新金字塔尖印刻“科创上海”奋斗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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