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正文：做好农业的秘诀就是心里装着百姓
要找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的林果专家叶

正文，要到田间地头去。一年365天，他有一
大半日子在外面跑 。30多年来叶正文秉持
“市场要什么，团队就研发什么”的原则，一
次次将优质的林果品种和培育技术送到农
民手中。他知道，做好农业的秘诀，就是心里
装着老百姓。

20多年前， 叶正文开始带着团队往外
地跑， 用技术帮助全国许多地方完成了黄
桃、蜜桃等产业的转型升级，摘掉了贫困县
的帽子。今年2月，他被国务院授予“全国脱
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他有许多 “头
衔”，但共产党员始终是叶正文最引以为豪
的身份。虽然当年一个班上的31位同学，继
续留在果树产业一线的只剩下3个人，但他
一点也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一个电话，第二天就能见到他

叶正文大学三年级就入了党， 至今党
龄已有36年。 毕业后， 他来到上海市农科
院，一开始研究的是柑橘和草莓 ，崇明 、长
兴、横沙三岛是他工作的“主战场”。“那时，

人们餐桌上的水果比较匮乏， 我们要做的
就是选择合适的品种和栽培技术， 丰富家
家户户的‘水果篮’。”叶正文说。

上世纪80年代交通远没有现在方便 ，

去一趟横沙岛，天蒙蒙亮就要爬起来，先坐

74路车到老北站换车到吴淞码头， 再坐船
到长兴岛， 然后换船到横沙岛。 更要命的
是，叶正文对花粉过敏，眼睛被刺得通红 ，

但他仍然坚持着。

其实， 上海并不是最适合种柑橘的地
方。 叶正文率先提出以高接换种为主要方
式的品种结构调整与优化思路， 筛选出的
特早熟温州蜜柑和日美系脐橙新品系 ，在
上海及周边地区获得较大面积推广， 也让
农民的辛劳获得回报。

叶正文是出了名的 “较真 ”，几十年始
终如一。 崇明绿华镇是上海郊区最远的一
个年轻小镇，隧桥未通时，坐船去一次很不
容易。可一提到叶正文，绿华镇农技推广站
农艺师范吴昌就止不住地夸奖：“作为柑橘
主产区，我们一个电话过去，叶老师第二天
准到，连办公室都不去坐一坐，直接到田头。”

从“橘”转“桃”，只因国家需要

上世纪90年代初， 叶正文身边不少同
事陆陆续续出国了。一批技术人员的离开，

使农科院原本占据优势地位的桃产业研究
体系出现了断层和空档， 叶正文的工作岗
位从“橘”调到了“桃”。“最难的是要熟悉农
科院里的几百份桃类资源。从种子、开花到
结果，完全了解一个品种，起码要三五年。”

叶正文说。 有人穷尽一生也只能育成一两
个能推广的品种， 他们如同呵护自己的孩
子一样培育着新品种。

2008年，农业部成立现代农业产业技术
体系，叶正文成为首批桃产业技术体系岗位
科学家。在他的带领下，市农科院林果所党
员人数占到了90%以上，这支战斗力满满的
队伍，专助果农解决各种“疑难杂症”。

通过与各地党支部对接， 叶正文带领
团队与金山新义村，奉贤吴房村、潘垫村和
新叶村，青浦枇杷园，崇明港沿镇等签下科
研结对试点工作协议。对他来说，党员就意
味着“思想上的一杆旗帜、业务上的一块牌
子”，“关键时刻，党员是要冲得出、顶得上，

能起带头作用的”。

小小黄桃，托起山里农民小康梦

只要有人有农业方面的问题请教 ，叶
正文从不吝啬把自己的知识倾囊相授 。20

多年前，他就走出上海，将自己的所学传授
给贫困地区的果农。

炎陵县是湖南省东南边陲的一个山区
县，上世纪末，炎陵农业部门从上海市农科

院引种桃团队培育的 “锦绣 ”黄桃品种 ，但
种植了一定规模后，发展遇到瓶颈，为此他
们又来寻求桃树专家的技术支持。 在严格
的科学指导下， 嫁接自上海的黄桃产业再
次成为炎陵县的农业支柱产业，赢得了“炎
陵黄桃，桃醉天下”的美誉 。在叶正文的精
心指导和帮助下，“炎陵黄桃” 获得了地理
标志产品商标，入选湖南省十大农业品牌、

中国百强农产品。

在精准扶贫中， 黄桃成为当地贫困农
民脱贫的 “利器 ”。全县黄桃重点产区恰好
是过去的深度贫困区，累计有4811户14238

名贫困人口依靠种植黄桃而脱贫。2018年，

经国务院组织的验收， 炎陵县一举摘掉了
贫困县的帽子。

同样受益的还有山东蒙阴县，这里全县

80%的山地丘陵都种植蜜桃， 却饱受远距离
运输困扰。叶正文带领团队不远万里全程跟
踪蜜桃运输过程，研发出 “蜜桃超长途冷链
物流技术规程”。2017年，蒙阴水蜜桃经过30

天长途运输抵达阿联酋迪拜市场，好果率超
过90%以上，单果售价超过50元。此外，蒙阴
县种植“锦春”“锦香”“锦绣”等“锦”系列鲜
食黄桃品种已达10万亩，年产值约10亿元。

学无止境，现在的叶正文又开始研究起
农业机械与配套农艺。他说：“我们农业科研
人员主要是面向产业应用的，只要群众有需
要，我们就要研究下去。”

摄影：赵立荣 制图：冯晓瑜

■本报记者 占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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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何易）据上海海关统
计，今年前4个月，上海市实现进出口总
值1.22万亿元，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长

18.3%。 其中， 出口4581亿元 ， 增长

10.6%；进口7633.4亿元，增长23.4%；贸
易逆差3052.4亿元，扩大49.3%。

4月单月 ， 上海市外贸进出口

3447.9亿元，同比增长25%，增幅较上
月略有扩大，环比增长5.8%。其中，出
口1240.2亿元 ， 同比增长2%； 进口

2207.7亿元，同比增长43%。

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较快。 今年
前4个月 ， 上海市民营企业进出口

3270.6亿元 ，增长38.4%，占同期上海
市进出口总值的26.8%， 比重提升3.9

个百分点。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7577.1亿元，增长12.8%，占62%。

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保持增
长。今年前4个月，上海市对最大贸易
伙伴欧盟进出口 2483亿元 ， 增长

27.9%， 占同期上海市进出口总值的

20.3%； 对东盟进出口1705.8亿元，增
长17.1%，占14%；对美国进出口1551.7

亿元，增长12%，占12.7%；对日本进出
口1309.6亿元，增长12.8%，占10.7%。

汽车出口成倍增长。 今年前4个
月，上海市出口机电产品3152.3亿元，

增长11.8%， 占同期上海市出口总值
的68.8%。其中，集成电路出口499.7亿
元，增长9.3%；笔记本电脑出口299.6

亿元， 增长68.7%； 汽车出口124.4亿
元，增长177.4%。同期，劳动密集型产
品出口566.3亿元 ，增长9.1%。医药材
及药品出口54.6亿元，增长16.1%。

高新技术产品进口保持增长。今
年前4个月，上海市进口高新技术产品

2274.2亿元 ，增长11.8%，占同期上海
市进口总值的29.8%。同期，医药材及
药品进口313.3亿元，增长13.3%；铁矿
砂和初级形状的塑料分别进口394.9

亿元和277.2亿元， 分别增长47.3%和

27.5% ； 汽车进口 253.5亿元 ， 增长

42.1% ； 肉类进口 173.7亿元 ， 增长

11.1%； 服装及衣着附件进口163亿
元，增长71.5%。

不只是“买买买”，透过直播链接高品质生活
第二届“五五购物节·品质生活直播周”活动将于5月28日开幕

读一本书、 看一次展览、 听一场音乐
会， 这样的品质生活如今只需一部手机便
可轻松触达。 记者昨天从相关新闻发布会
获悉，第二届“五五购物节·品质生活直播
周”活动将于5月28日拉开帷幕，通过线上
线下活动带领市民游客感受上海城市文化
魅力、接驳美好生活。

近500场线上线下活
动为直播“赋能”

目前，“直播”从一种视听模式，已逐步
演变为链接生产、流通以及内容的“新兴商
业体”， 它是消费体验的重要渠道，2020年
我国在线直播用户达5.26亿， 市场规模突
破9000亿元。不仅如此，“直播”也成为重要
的文化现象， 各种类型的直播场景含有丰
富的文化元素，MCN机构逐步成为重要的
内容生产主体。去年举办的第一届“五五购
物节·品质生活直播周”，吸引了不少关注。

据悉，第二届“五五购物节·品质生活直播
周”不仅促进消费，更将赋予文化元素，促
进城市文化传播、引领高品质生活、推动高
质量发展。

第二届“品质生活直播周”以“爱上海、

品生活”为主题，围绕“初心之城”“魅力之

城 ”和 “数字之城 ”三大板块 ，计划举办近

500场线上线下活动， 策划超过170场重点
活动。即将于5月28日在杨浦滨江明华糖仓
举办的启动仪式上， 将发布 “上海红色文
创”标识、直播场景地图、在线新经济高技
能人才培养基地合作伙伴，揭牌MCN产业
促进机构等重磅活动。

“品质生活直播周”从5月28日延续至6

月3日，其间将举办七天、八小时、多场次的
直播活动。 品质直播之夜活动将于6月3日
在位于嘉定区的上海保利大剧院水景广场
举办，现场将发布“品质生活直播周”活动
成果， 举办上海老字号协会与上海国际短
视频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仪式， 并启动
国潮产品（创意）设计大赛、揭牌中华老字
号品牌直播基地、 揭晓优质直播活动和优
质主播等。

以青年带动青年，传承
红色血脉走进初心之城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上海
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 红色元素也串联进
了本次“品质生活直播周”。其中一块主题
活动将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打响“上海红色
文化”品牌，深入宣传“党的诞生地”，传承
弘扬红色资源。

“身处今天的上海，回看一百多年前的

红色建筑和故事， 还能深切地感受到当时那
群年轻先辈们的创业激情， 不由自主地想跟
随他们的脚步， 把这份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B站Up主“中国Boy”在发布会上这样说。此次
“品质生活直播周”将通过举办红色文化场馆
打卡活动的形式，带领年轻人走进红色遗迹、

学习党史。B站将以“初心百年，红色后浪”为
主题，开展中共一大纪念馆、中共二大会址纪
念馆、 中共四大纪念馆等红色文化场馆探访
活动。包括“中国Boy”在内的三位Up主将从
党史、历史、建筑学等不同角度，阐述“后浪”

眼中的红色之旅。

不仅如此，在“初心之城”主题板块内，还
将举办原创红色艺术展演活动。上海沪剧院、

上海淮剧团将进行 《芦荡火种·智斗》《江姐》

等经典红色剧目展演， 通过直播从线下走到
线上，带领网友回望百年薪火相传、重温红色
经典。此外，红色线路游览体验活动、红色文
创产品推广活动都将在这期间亮相。

从幕后走向台前，以城市
文化润泽高品质生活

“襟海带江 ，舟车辏集 。”开放 、创新 、包
容，上海城市品格正通过各种形式一一呈现。

作为一种发散性传播方式， 直播的传播效应
实现了最大化的 “聚合”———审美、 品质、内
涵、包容。

除了“初心之城”主题板块，此次“品质生
活直播周”将聚焦“魅力之城”，通过直播的方
式，将文艺院团演出、文博美术展览、国货时
尚潮品、美食文化等内容由线下带到线上，由
幕后走向台前，并且凝聚城市“进阶”高质量
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强大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 小红书将在站内发起博
物馆奇遇记活动， 挑选最具上海文化特色的
十余家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以“图文+视
频+互动直播”方式，开展文博、艺术、人文领
域的知识分享、文化传播、文化消费场景体验
分享。届时，约10位博主将作为文化体验官，

到现场直播打卡，与馆内讲解员、合作艺术家
互动，深度挖掘文化故事。

上海正在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 因而聚
焦“数字之城”也成为直播周板块之一。记者
了解到， 活动通过直播形式推动数字公共文
化服务供给不断丰富， 以数字生活新风尚促
进文化消费升级，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新兴产
业。 具体活动包括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公共文
化配送中心利用直播举办线上文化配送产品
推介活动，B站打造全新概念的“数字购物乐
园”，临港新片区将通过工业旅游带领感受未
来之城产业数字化的飞速发展等。

市文化旅游局副局长金雷表示，此次“品
质生活直播周”邀请各大MCN机构和互联网
平台参与，通过5G、AI（人工智能）、VR（虚拟

现实）等数字化技术在直播场景中的应用，提
高直播技术、提升观看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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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个智能新能源汽车项目落户临港
本报讯 （驻临港记者祝越）“造车进临港”2021临港新片区

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暨产业发展研讨活动昨天举
行。上汽集团、延锋汽车、广微万象、东山精密、麦格纳、李斯特、

上检中心等18个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项目落地临港新片区。签
约项目涵盖汽车整车、 汽车芯片、 自动驾驶系统、 汽车内饰、

车身、 新材料、 检验检测、 氢燃料汽车核心零部件、 精密加工
等多个领域， 总投资超过 160 亿元。

市委常委，临港新片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朱芝
松出席。

“创·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2021“创·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

启动仪式昨天在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四行仓库举行。 今年， 共有

9879家中小型科技企业报名参赛， 大赛将在专注创新、 精准支
持、拓宽平台、完善服务等方面持续发力，搭建上海创新创业的
“首要舞台”。

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清出席启动仪式。

推动执行工作信息共享跨域通办
长三角四地法院签署备忘录

本报讯 （记者周辰）人民法院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第一次联席会议近日以视频会形式召开。

会议强调， 长三角地区各级法院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推
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 立足数字化改革背景和
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推进智慧法院建设和执行工作“一体
化”。要提炼探索经验，助力协同创新，不断提供可复制、可推广
的解决方案和先进经验， 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
境。要利用智慧成果，赋能审判执行，推进长三角区域智慧法院
信息数据资源共享、四地法院执行系统的纵向贯通和横向联网。

要着眼互联互通，推进执行“一体化”，加强跨域指挥、管理、协调
的执行智慧体系建设，推动建立“执转破”衔接标准一体化机制。

要强化协同联动，坚持统筹协调，增强“一盘棋”意识，狠抓贯彻
落实，切实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最高人民法院推动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司法工作小组组长高憬宏出席会议并讲话。

最高人民法院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司法工作小组副组
长、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晓云，最高人民法院推动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司法工作小组副组长、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夏
道虎， 最高人民法院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司法工作小组副组
长、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占国，最高人民法院推动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司法工作小组副组长、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董
开军先后作主旨发言。

会前，上海、江苏、浙江、安徽4地高级人民法院共同签署《长
三角地区法院执行工作“一体化”备忘录》。

■党旗飘扬·上海百名基层党员谈初心

2物小传
叶正文， 上海市农业技术科学院林

木果树研究所所长， 国家桃现代产业技
术体系岗位科学家， 上海市果业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专家。从事林果培育30余年，主持完成科研?目22

?，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8?，通过国家品种审定

4?、通过上海市审（认）定的果树新品种11个，

团队选育的黄桃新品种约占全国鲜食黄桃
种植面积的80%?上。先后获得“全国先
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科技部
优秀科技特派员”“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
人”等荣誉称号。

我们农业科研人员主要是面向
产业应用的，只要群众有需要，我
们就要研究下去。

■本报记者 沈湫莎

上海下半年高校征兵工作有序展开
本报讯 （记者何易）按照“一年两征”政策的工作要求，今年

下半年高校征兵工作已在全市有序展开。昨天上午，上海商学院
校园内兵役法规宣传横幅高高挂起， 精心绘制的宣传展板整齐
排列，大学生们纷纷前来咨询政策、登记报名。

5月以来，全市各区、各高校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征兵宣
传教育活动，向市民宣传《兵役法》《征兵工作条例》和《上海市征
兵工作条例》，营造了“依法履行兵役义务，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的浓厚氛围，为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下半年征兵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红色资源 上海地方立法自7月1日起施行（上接第一版）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 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条例共八章五十八条， 明确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市、

区两级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联席会议，

明确建立本市红色资源的名录制度和分类保护体
系， 设立专章加强传承弘扬、 推动长三角区域协
作等。

会议表决通过了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条例自2021年

7月1日起施行；表决通过了《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决
定》，决定自2021年5月21日起施行。

蒋卓庆指出， 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按照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结合《上
海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推动地方立法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的贯彻
实施， 切实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地方
立法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 加大整合立法资源
的力度，提高立法的针对性、有效性、及时性，发
挥人大法治人才培养基地的作用， 发挥上海地
方立法改革试验田功能， 以高质量立法推进本
市高质量发展。 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重要讲话精
神，增强机遇意识，强化使命担当，扎实做好支

持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法治保
障工作， 不断健全完善与支持浦东高水平改革开
放法治保障相适应的工作规程和制度安排， 推动
法治保障措施落地落实。

蒋卓庆强调， 要进一步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按照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的要求，深入开展专题学习和主题党日等活动，引
导党员干部增强党的意识、党员意识，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创造新时代上海发展新奇
迹不懈奋斗。要始终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放在突出位置， 以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

要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为抓手， 着力推动确定的为
群众办实事的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和办理实效。要
按照“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量”的要求，继续做好
主任会议成员督办代表建议工作， 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为民履职的实
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泽洲、蔡威、高小玫、

肖贵玉、莫负春、陈靖出席会议。副市长陈通，市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刘晓云，市监察委、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 通讯员钟国梁 龚宇

一）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昨天审
议并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史家
明为上海市水务局局长，免去徐建的上海市水务
局局长职务；免去王永伟、张华、潘小刚的上海市
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任命黄祥青为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免去
其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免去林立
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 审判委员会委
员、审判员职务；任命郑永生为上海市人民检察
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任命孙军等10名同志为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委员。会议还举行了宪法
宣誓仪式。

1.22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