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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壬寅年八月大廿八 今日 秋分

今天多云 温度:最低21℃ 最高27℃ 西北风3-4级，中午转偏北风4-5级,沿江
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 明天多云到阴 温度:最低19℃ 最高25℃ 东北风4-5级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文汇报社出版 第27361号
今日8版

■本报记者 唐玮婕

■本报记者 宣晶

■本报记者 薄小波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习主席把深化
国防和军队改革摆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突出位
置，提出一系列重大思想，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
部署一系列重大工作，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领
导全军大刀阔斧推进改革。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大开大合、蹄疾步稳，变革重塑后的人民军队体
制、结构、格局、面貌焕然一新

■在习主席掌舵领航下，新时代的人民军队
必将保持勇于改革、善于创新的锐气，永不僵化、
永不停滞，依靠改革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确保
到2027年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到2035
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
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党中央和习主席领导指挥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综述

新时代改革强军的伟大实践

 刊第四版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在第五个“中

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

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

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

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今年，我们克服去年北

方罕见秋雨秋汛、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局

地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应对南方局部

严重高温干旱挑战，实现夏粮、早稻增

产，粮食生产有望再获丰收。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入

贯彻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大政方针

和决策部署，强化粮食安全保障，稳住农

业基本盘，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扎

实推 进 乡 村 振 兴 ， 推 动 实 现 农 村 更 富

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全国广

大农民要积极投身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实践，让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更上

一层楼！

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习近平：扎实推进乡村振兴，让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更上一层楼

实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

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
民干好这件头等大事

 刊第三版

本报讯 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以视频

形式，分别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加快

推进南北转型发展战略合作协议。上海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中国石化集团董

事长马永生，中国宝武集团董事长陈德荣

见证签约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吴清分别与中国宝武集团总经理胡望明，

中国石化集团副总经理喻宝才签约。

龚正说，当前，我们正按照习近平总

书记对上海的明确定位，深入贯彻落实市

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下转第二版

市政府分别与中国石化中国宝武签约 龚正马永生陈德荣见证并讲话

助力上海加快推进南北转型发展
本报讯 护佑人民健康，筑

牢战疫堡垒，上海市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应急医学中心项目开工

活动昨天举行。市委副书记、市

长龚正宣布开工，并在公卫中心

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座谈会。

龚正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市公卫中心不辱使命、

不负重托，充分发挥“战斗堡垒”

作用，有力维护了城市公共卫生

安全。希望市公卫中心对标对

表、发挥优势，全力打造国际一

流公共卫生平台。要坚持医防

融合，提升疾病预防控制能力，

持续提高临床救治能力，积极融

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疾控

和医疗机构要进一步加强高效

协同。要坚持平战结合，提升应

急作战能力，把软、硬件建设统

筹好，建立健全应急培训、实战

演练、动员响应等机制，确保应

急状态下平疫空间快速转换、功

能单元高效运转。要坚持科技

赋能，提高公共卫生科技攻关能

力，继续坚持边治疗、边研究，加

强学科交叉融合，加强临床科研

攻关，努力形成更多科研成果，

为上海加快建设国际一流医学

科技创新中心作出新的贡献。

座谈会前，市领导与市公卫

中心新冠病房的医护人员进行

视频连线，代表市委、市政府，向

市公卫中心全体医护人员、向全

市奋战在防控一线的同志表示

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

▼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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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嘉旖 通讯员钟国梁 龚宇一）市十五届人
大常委会第四十四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条例》，自2022年10月1日起施行。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蒋卓庆主持会议并讲话。 ▼ 下转第四版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多部法规 蒋卓庆主持

立法保障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浦东新区生活安居，人们可以期待越

来越完善的城市公共服务功能：社会事业

“15分钟服务圈”提质增效三年行动（2021-

2023年）正全面铺开，在前期建设1100多处

教育、卫生、养老、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

施的基础上，加速向交通设施、公园绿地、社

区商业、托育服务四大类民生领域拓展。

从强质量、优布局、增功能、提活力入

手，到明年年底，浦东新区“15分钟服务圈”

将完成570个新项目，总投资680亿元，用一

个个高品质生态空间、文化空间、体育空间、

服务空间，更好回应人民群众提高生活品质

的新需求，为居民添便利，给幸福生活加码。

群众要什么，就重点“圈”什么

群众需要什么、期待什么，“15分钟服

务圈”就应该重点“圈”什么。

“在牵头编制‘15分钟服务圈’提质增效

三年行动计划时，通过向百姓问需问计、问

策问效，我们在原有社会事业五大领域的基

础上，新增了百姓需求较多或现状存在短板

的四个领域，托育服务就是其中重要一项。”

浦东新区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托育服务关乎婴幼儿这一最柔软的群

体，浦东在提质增效三年行动中定下两项硬

任务：推动科学育儿公益指导站全覆盖，扩

大以普惠性为主的托育服务资源供给。截

至7月底，幼儿园累计完成10个，家庭科学

育儿公益指导站完成33个，普惠性托育点

完成7个。

结合“15分钟服务圈”建设，全区各街

镇都在织密各自的儿童服务网络。沈毅铖

小朋友是花木街道最近刚刚涌现出的一名

“运动小达人”，在报名参加社区的线上百关

挑战赛后，沈毅铖一家坚持打卡78天达成

通关，解锁了一连串全新的运动技能。这个

由街道妇联组织的线上活动打破时间和空

间限制，把家庭的客厅变成运动场，吸引超

过200组家庭参与，累计发布视频挑战日记

多达4106篇。
▼ 下转第三版

浦东新区“15分钟服务圈”提质增效三年行动全面铺开，明年底将完成570个新项目

九大领域公共服务入“圈”让居民触手可及

锦绣文化公园已成为周边居民休闲锻炼的打卡地。 （受访者供图）

前晚，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多个

视频号同步直播首秀，在第十三届中国

艺术节“云展播”的40余个平台收获超

658万的总播放量，再度“霸屏”朋友

圈。“渔光曲和旗袍舞，美到失语。”“这

是我第三次看《电波》，每一次都有新的

感动。”“不论剧场还是线上观看，‘爱与

信仰永存’直击心灵。”点赞转发的网友

们纷纷写下最直白的观剧体悟。

红色原创精品借互联网直播新赛

道出圈，《永不消逝的电波》并非个案。

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期间，多部上海出

品的优秀文艺作品走进网络空间，通过

“云剧场”与更多观众见面。上海京剧

院《红色特工》、上海沪剧院《敦煌女

儿》、上海杂技团《战上海》等播放量都

超过250万。线上演播让看不见摸不

着的“云端”成为实实在在的“硬”平台，

并成为“艺术为民”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之一。

视频号首秀成功，长尾效
应激发观众对剧场舞台期待

这几天，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登

陆“云展播”的消息不断刷屏朋友圈。

此前，该剧曾参与文化和旅游部举办

的“2020年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网

络展演”，引发线上观剧热潮；
▼ 下转第三版

视频号首秀成功，多平台总计播放量超658万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直播“霸屏”朋友圈

“云舞台”让“在场”更加多元，也在改变艺术创作方式

红色基因赋能，多部“爆款”从“云剧场”走进千家万户
《电波》演出剧照。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今天是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庆丰收 迎盛会”，全

国各地广大农民群众欢欣鼓舞尽情享受

自己的节日，共庆丰收、共享喜悦，以丰

收的硕果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记

者了解到，近年来，上海郊区涌现出一批

90后“新农人”。如今的乡村也是大有可

为的一方热土，乡村产业新模式不断涌

现，这些“新农人”的加入增强了乡村发

展动能。他们有超脱传统农业的眼光和

智慧，用青春和汗水在希望的田野上耕

耘事业，“播种”新理想。他们扎根农村、

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如今也迎来了自己

的“丰收季”。

“葡萄达人”：子承父业，
不断挑战栽培新招

在金山区吕巷镇，有一位赫赫有名

的“葡萄大王”——上海施泉葡萄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卢玉金，他种出的葡萄不仅

屡获金奖、获得市场认可，还让当地甚至

长三角地区的果农成功致富。如今，他

29岁的儿子卢俊杰，也成了一名拥有8

年葡萄种植经验的能手。

卢俊杰大学期间便利用闲暇时间到

自家的葡萄园帮忙，向父亲、向果田内的

工人学习葡萄种植技术。“我的父亲种植

葡萄20多年了，从小的耳濡目染让我对

农业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大学毕业那

年，他毅然选择回到吕巷耕耘一片果田。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2020年，卢俊

杰与合作社技术团队一起，开始研究新

的葡萄栽培模式——一种可以采用机械

化栽培的葡萄设施和栽培架式，在小范

围使用成功后，2020年底新建双膜覆盖

8440型改良大棚3万多平方米，大棚采用

自动化设施控制温度，当达到设定温度值

后，大棚会自动开启或关闭，仅此一项，在

春季葡萄管理中，就可节约25%人工。

除了研究种植技术，卢俊杰和妻子

还负责网上销售。他不仅卖自家葡萄，

也帮助周边年迈的果农一起销售。

或许是常年接触土地的原因，卢俊

杰给人的感觉是精明能干，这些年，他主

持的葡萄新品种“申华”“浪漫红颜”引种

及栽培技术研究、“阳光玫瑰”葡萄无核

化栽培技术研究及推广，获评金山区科

委的科普特色项目并通过验收，个人也

获评2021年度上海葡萄达人的称号。

“粽子大王”：跨界种玉
米，打开种田新世界

在古镇枫泾，陈勋不久前带着农人

们冒着高温采摘今年首批玉米。采收完，这批有着上海农业科

学院“血统”的“申科甜1号”就被装车送进陈勋自己的食品加工

车间，制作成开袋即食的玉米棒。“忙完粽子忙玉米”，这是陈勋

的新尝试。

1991年出生的陈勋在大学时就开始接触电商，2016年，当

粽子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枫泾古镇景区时，他嗅到了另一种

商机，萌生了在网上销售枫泾粽子的想法。当时，他注册营业执

照，开起粽子网店，联合有经验的“老师傅”一起将枫泾粽子销往

全国各地。回乡创业期间，陈勋将传统手工制作的粽子带进生

产车间，实现半自动化生产，产能一下达到每天3万多只。他也

成了上海枫乡食品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更是“枫泾粽子”第四

代传人，如今肩负着振兴上海老品牌“叶聚兴”的重担。

▼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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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丰收 迎盛会 今天迎来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