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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增强创新能级
国家发改委、科技部、中科院推出多项举措，推动优势创新资源加速向上海集聚

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
予上海的重大任务和战略使命， 是上海加
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提升城市能
级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驱动力， 是我国建
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支撑。 围绕国家发
展改革委和上海市政府近日联合印发的
《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十四五”规划》，在国务院新闻办9月

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科
技部、中国科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大力
推动优势创新资源加速向上海集聚， 系统
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增强创新能级， 引领带
动全国高质量发展。

国家发改委
重点推动上海“提升4个能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林念修说， 上海
市是我国科技创新的排头兵 ，也是 “3+4”区
域创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基本框架体系已经形
成，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可
概括为“三个重大”：第一，张江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第二，产业创新高
地建设取得重大成效。建设集成电路、人工智
能、 生物医药三大产业创新高地不但成为上
海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支撑， 也为保障全国
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稳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第三，体制机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林念修表示，“十四五”期间，国家发展改
革委将重点通过推动“提升4个能力”，系统支

持上海科创中心增强创新能级， 引领带动全
国高质量发展：第一，进一步提升张江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的内核支撑能力。 一是出台规
划。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上海市一道，会
同科技部、 中科院等单位抓紧编制张江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十四五”规划，力争通过“十
四五” 建设来推动科学中心创新能级迈上新
台阶。二是再布局一批项目。特别是在光子科
学、生命科学等领域，推动形成更加完备的大
设施集群。三是强化产出。将通过“揭榜挂帅”

“赛马”等方式，支持各类科研主体承担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任务和重大科研项目， 推动产
出更多世界级原创成果。第二，进一步提升三
大产业创新高地的引领发展能力。 加快建设
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三大产业高
地，力争实现“三个突破提升”，加快向全球创
新链、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第三，进一步
提升全面创新改革的制度保障能力。 坚持制
度创新与科技创新“双轮驱动”，努力在科技

体制改革领域能够形成更多的“小岗村”式制
度性成果。第四，进一步提升创新创业的示范
带动能力。 支持上海加快构建大中小企业融
通创新的生态体系。

林念修说，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在 “十四
五”时期以更大的力度，加快布局一批更高水
平、更大规模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推动向上
海等3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张江等4大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倾斜集聚。 茛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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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
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 月光如水照缁
衣。 ”这是鲁迅先生《为了忘却的纪念》

中的诗句，文中纪念的是被国民党反动
派秘密杀害的上海“龙华二十四烈士”。

今年是 “龙华二十四烈士” 牺牲

90 周年，在这 24 位烈士中，就有南通
籍烈士汤仕伦和湖南籍烈士段楠。 今
年，经由为烈士寻亲活动，两位烈士的
家属终于被找到， 他们专程赶到上海
祭扫亲人。

上海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
人说， 上海一直重视烈士寻亲工作。

多年来，将烈士寻亲工作与烈士资料
收集工作相结合，在对烈士资料做好
大量抢救性、 保护性工作的基础上，

派遣相关工作人员前往全国各地，克
服重重困难，通过调研、考察等形式，

既为多位烈士亲属找到了烈士安葬
地，也为多位安葬在上海的烈士寻找
到亲人。

十年前，龙华烈士陵园通过各方
线索找到了彭研耕烈属，他们表示之
前只知道彭研耕是烈士但从不知道
安葬于哪里。 近十年来，龙华烈士陵
园通过各条线不断寻找，已经找到了
大部分的烈属。 2021 年初 ，退役军人
事务部褒扬纪念司向各地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征集烈士寻亲线索 ， 启动
线上烈士寻亲 ， 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整理了汤士伦 、 段楠两位烈士的信
息上报发布后 ，立即得到响应 ，两位
烈士的家属第一时间联系了龙华烈
士陵园。

今年 9 月 14 日，退役军人事务部
烈保中心分 2 次， 下发给上海寻亲名
单 35 名，并通过系统比对，发现张恒
龙、任天增、许汉新、刘庆礼、刘为玉、

田素成、任克胜、周日福 8 位烈士信息
在龙华烈士陵园；商洪文、朱国云 2 位
烈士信息在宝山烈士陵园。进一步核查
后， 发现 8位在龙陵的烈士都没有墓。

而商洪文、朱国云 2位烈士在宝山烈士
陵园有烈士墓。 9 月 15 日，上海退役
军人事务局与商洪文烈士家属商曦匀
联系，确认寻亲成功。

今年 ，退役军人事务部启动 “为
烈士寻亲 ”活动 ，公布 100 位烈士寻
亲信息后 ， 山东省威海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工作人员通过核查比对烈士
籍贯 、部队信息 、牺牲时间和地点 ，

确认安葬在上海闵行区烈士陵园的
高泉生烈士 ， 就是当地参加解放上
海战役牺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原 31

军 91 师 273 团三营九连山东乳山
籍战士高全胜 ， 并确定了烈士女儿
高凤英还健在 。

据全市各区不完全统计， 上海各级烈士纪念设施共有

2111 个烈士墓长期无亲属祭扫。 截至 2021 年 8 月底，共核实
“烈士寻亲政府公共服务平台”申请 34 人次，共完成烈士寻亲
数量 47 人次。 其中，2021 年 4 月以来，通过平台及线下沟通
共受理来自烈士家属的寻亲申请 25 人次， 完成烈士寻亲 14

人次，组织认亲祭扫 9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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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血脉，交响曲《百年颂》今亮相上交音乐厅
历经八次打磨和修改，90后作曲家龚天鹏用音符勾勒建党百年光辉历程

一曲百年颂，滚烫赤子心。今天上午，交
响曲《百年颂》由指挥家张亮执棒上海爱乐乐
团，将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激情奏响。历经
八次打磨和修改，这部出自青年人的作品愈
发饱满而深情，音符勾勒着波澜壮阔的建党
百年征程，旋律中承载着“我们中华民族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自信与豪迈”。

作为上海爱乐的驻团作曲家，90后的
龚天鹏当年从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毕业
归来的第一件事 ， 就是拜访另一位 “90

后 ”———著名作曲家、“七一勋章” 获得者
吕其明。 一位是从战火纷飞中走来的老共
产党员， 一位是从美国学成归来的青年作
曲家，当时空交错，不变的是两位“90后”都

以满腔热忱去讴歌祖国。 今年国庆前夕上演
的新作《百年颂》，正是龚天鹏接受了爱乐“老
团长”谆谆教诲后，在实践和探索中谱写的盛
世华章。新一代音乐家渴望写出更多像《红旗
颂》一样的作品，激荡听众的爱国情怀，成为
讴歌伟大时代的主旋律。

用深入人心的旋律，倾诉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的豪迈情怀

“你从小在西方学习，若论你的古典音乐
写作技巧，我不怎么担心；若论你的音乐应有
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你的课堂还没开始，而且
永远不会结束。” 吕老对龚天鹏说的这番话，

对这位年轻的作曲家影响深远。《百年颂》的

创作酝酿于2016年，带着吕老的叮咛，龚天鹏
去祖国大好河山采风， 去中共一大会址等红
色地标瞻仰，认真学习大量党史文献。上海爱
乐乐团团长孙红告诉记者， 留学海外归来的
作曲家， 一直在思考如何用西洋技法为中国
音乐事业、为中国乐迷服务。“他在创作《百年
颂》时首先考虑的是作品的可听性，以动听的
旋律获得老百姓的喜爱。”

一个反复出现的原创主题乐思， 贯穿了
《百年颂》全曲。从一开始一把小提琴娓娓道
来式的倾诉， 到最后全体乐队磅礴豪迈地充
分发挥， 随着声部逐渐叠加， 情感也随之升
华。 把交响乐逻辑和中国古典音乐的起承转
合完美结合，这是《百年颂》多次打磨过程中
的主要思路。最新版本时长约40分钟，以传统
交响曲的曲式分为四个乐章，力求“好听、震

撼、感人”。第一和第二乐章回顾了中华民族
经历过的觉醒年代， 从建党之初到抗战的峥
嵘岁月， 再到新中国成立全民把青春献给祖
国的热情时光。 第三和第四乐章把视角逐渐
转向当代，从改革开放起笔，去书写一个90后
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新时代的赞颂， 以及
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展望。

继承前辈艺术家的光荣
传统，为时代和人民创作

上海爱乐乐团是一支有着 “红色基因”的
乐团。“老团长”吕其明、“老团员”寄明等音乐
家，写下《红旗颂》《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
脍炙人口的旋律，经久流传。 茛下转第八版

国歌激昂旋律里藏着黄金分割率
百代小楼推出《心弦》特展，选取《义勇军进行曲》10个珍贵历史版本为新中国庆生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无论
何时何地，当国歌第一个音符响起，铿锵有
力的旋律， 总能准确地叩击每一个中华儿
女的心弦，点燃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豪情。

《义勇军进行曲》 之所以如此动人心
弦，还有一个数学上的“秘密”———其旋律
十分符合黄金分割率，音乐结构十分严谨：

全曲37小节，前奏6小节，这一结构充分利
用了乐句规模的不平衡与变化， 形成结构
性的基础冲击力， 就好像一个被逐渐压紧
的弹簧，积累着向外爆发的张力，所以唱来
让人心潮澎湃。国庆将至，作为《义勇军进
行曲》唱片最早灌制地，百代小楼推出《心
弦》特展，选取10个珍贵历史版本、10个相
关动人故事、10个与历史共鸣的感人瞬间，

以此向党的百年华诞致敬，为新中国庆生，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歌。

特展中，有这样一张珍贵唱片，是《义勇
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
之后的首次正式录音。该唱片于1949年10月

1日新中国成立当日在上海完成录制生产，

迅速分送上海和全国各地广播电台供广播
使用。当天的《文汇报》记录下这张唱片的录
制与发售情况，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交响乐团
与大中华唱片厂突击完成，以至于唱片片芯
信息都来不及印刷，只能以手书代替。

还有一张唱片， 是1959年中国唱片厂为
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而录制出版的 《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10英寸密纹唱片，分别有铜
管乐、管弦乐、齐唱等多个版本。这是第一版
风格成熟、音色圆融、表演较为完美的全套标
准国歌专用唱片， 彻底终结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尚无高水平国歌录音的历史。

《义勇军进行曲》单曲长度虽只有短短几

分钟，但其承载的故事却悠远绵长。

而《义勇军进行曲》的传唱与电台密不可
分。新中国成立之初那段举国欢庆的日子里，

上海各家广播电台联合起来， 于每天19点至

20点向听众教唱国歌。

从唱片到磁带、到CD，或乘着电波的翅
膀传遍世界，《义勇军进行曲》真正的载体，是
亿万人时刻与旋律共鸣的头脑和心灵；《义勇

军进行曲》的故事，是亿万中国人在国歌激励
下演绎的复兴之路与强国之梦。

《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始终伴随
着当代中国的每一个进步； 国歌所代表的进
取精神，始终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奋楫当下，

充满底气和力量。

据徐汇区文化旅游局介绍，《心弦》 特展
将延续至今年年底。

把握未来五年“机会窗口”，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
《规划》有哪些亮点？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之路如何走？参与编制的专家学者对此进行解读———

到2025年， 上海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明
显增强，成为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
业新方向、 发展新理念的重要策源地；到

2030年， 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展望2035年，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功能全面升级，

科技实力大幅跃升。《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十四五”规划》近
日向社会发布， 描绘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未来五年乃至15年的宏伟蓝图。

《规划》有哪些亮点？未来科创中心的建
设之路如何走？参与此次《规划》编制的专家
学者对此进行了解读。

一条主线：强化科技创新策
源功能，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

“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中，历史性地将科
技创新摆在各项任务的首位进行专章部署，

体现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 。”市科委副主任朱启高说 ，面对 “十四
五”时期的新形势、新使命，对标全球最高标

准、最好水平，《规划》的一条主线就是“强化
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

参与《规划》编制的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
所长石谦表示，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就是
要实现更多“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努力成
为“科学规律的第一发现者”。

聚焦创新策源这一主攻方向，《规划》提
出的两个关键指标颇为亮眼：到2025年，全市
全社会研发（R&D）投入占GDP比例将达4.5%

左右， 基础研究投入占R&D经费比例达12%

左右 。 这两个指标在2019年分别为4.0%和

8.9%左右，2025年的预定目标分别比2019年

提升12.5%和25.8%。“这一 ‘大手笔 ’体现出
上海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的魄力， 以及规
划的前瞻性、引领性和导向性。”在石谦看来，

基础研究经费的增加，将持续为“冷板凳”加
热，最大限度减少科研人员为“柴米油盐”担
忧的烦恼。

立足国家战略是“十四五”时期提升上海
科创中心能级的战略基点。《规划》提出，加快
推进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打造一批
战略科技力量；坚持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系统
性布局基础前沿重大战略项目，强化上海在基
础前沿领域的全球话语权。 茛下转第八版

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将努力实现“四个新”

聚焦“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

本报北京 9 月 29 日专电 （驻京记者李扬） 29 日， 国
务院新闻办就加快推进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记者在会上获悉， 上海在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过程中将牢牢聚焦 “强化
科技创新策源功能”， 到 2025 年成为科学新发现、 技术新发
明、 产业新方向、 发展新理念的重要策源地。

在 “十四五 ” 期间 ， 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将牢牢聚焦
“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 努力实现 “四个新”。 在科学新
发现方面， 要加强重大战略领域的前瞻性布局， 打造高水
平基础研究力量， 加快基础研究的原创突破， 产出更多原
始创新。 在技术新发明方面，要构建市场化和政府投入协作
并举的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速科技
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在产业新方向方面，发挥企业创新
主体作用，打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支撑引领重点产业
和前沿产业发展。 在发展新理念方面， 要秉持 “人民城市
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 的核心理念， 运用前沿技术打
造数字智慧城市、 安全韧性城市、 绿色低碳城市和健康活
力城市， 推动超大城市在经济、 生活、 治理三个领域全面
数字化转型， 提高城市现代化治理效能， 进一步增进民生
福祉。

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将通过 “五个强化” 来塑造 “五大优
势”。 一是强化基础研究， 打造战略科技力量， 加强能力建
设、 条件保障和前瞻布局， 构建原始创新先发优势。 二是强
化科技攻关， 聚焦三大先导产业、 八大重点产业和优势领域
以及战略前沿技术， 构建关键核心技术优势。 三是强化人才
服务， 把握人才发展规律，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
新高地。 以张江、 临港等区域为重点， 构建创新人才的集聚
优势。 四是强化集成改革， 推进科技金融结合， 促进成果转
化， 加强科技应急体系、 科研诚信等方面的建设， 构建创新
治理制度的优势。 五是强化开放协同， 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
络， 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科技合作与竞争， 构建全球创新
枢纽优势。

上海市委常委、 副市长吴清表示， 欢迎更多的外资企
业深度参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共享创新发展机遇。 《上
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十四五” 规划》

明确了到 2025 年上海外资研发中心累计达到 560 家的发展
目标。 “十四五” 期间， 上海还将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创
新生态， 引进更多外资企业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 并且积
极支持外资研发中心提升能级、 强化功能。 上海科创中心
建设将积极构建多主体、 多层次、 多类型对外科技交流合
作网络。

▲ 《义勇军进行曲》 被定为代国歌后的首次正式录音唱片。

荨百代小楼内的 “国歌特藏展”。 本报记者 顾一琼摄制图：冯晓瑜

■本报记者 何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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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支持上海开展重大科研布局

中科院
要发挥核心、骨干、引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