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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20年
机遇越来越多

1997 年 7 月 1 日 ， 中 国 政 府 恢

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香港特别行政区

成立。 为保持香港繁荣稳定， 基本法

承诺香港回归后仍然实行资本主义制

度和生活方式 50 年不变。 “一国两

制” 在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 弹指

一挥间， 香港已回归祖国 20 年。 回

归祖国 20 年来， 在中央的真诚关心

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 特区政府带领

全体香港民众 ， 勠 力 同 心 ， 奋 发 有

为， 谱写出动人的发展乐章。
右 图 ： 建 设 中 的 港 珠 澳 大 桥

（2017 年 5 月 12 日摄）。 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带来了新机遇， 香港作为 “超
级联系人” 前景广阔。

新华社发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着力发展实体经济在全球范
围已形成战略共识。 上海必须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
与产业转型升级历史性交汇机遇，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加快
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创造力和竞争力

核心观点

着力打造创新引领实体经济发展新高地
陈鸣波

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实体经济

发展，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要着力振兴实体经济。 今年全国两会期

间， 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作出巩固提升

实体经济能级的指示 。 上海昨 天 发 布

《关于创新驱动发展 巩固提升实体经济

能级的若干意见 》， 共六 部 分 50 条 措

施， 聚焦产业、 资源、 服务统筹， 提出

未来五年目标任务和政策保障。

把准实体经济战略定位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着力

发展实体经济在全球范围已形成战略共

识。 上海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明确， 要加

快构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 战略性新

兴产业为引领、 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新

型产业体系， 奋力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

级。 上海必须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

业变革与产业转型升级历史性 交 汇 机

遇， 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 加快产业

转型升级， 不断增强城市的吸引力、 创

造力和竞争力。

一是推动新型产业体系建设， 促进

二、 三产业共同发展、 融合发展。 深入

落实 “中国制造 2025” “互联网+” 等

战略， 聚焦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 智能

制造装备 、 节能环保等战略性 新 兴 产

业； 未来五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全市 GDP 比重达到 20%以上， 力争成

为世界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策 源 地 之

一 。 同时 ， 加快传统优势产业改 造 提

升， 推动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三
品” 战略； 提升发展现代服务业， 支持

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高端化拓展。
二是聚焦高端化自主化发展， 加快

补短板抢占产业链制高点。 着力提升整

机自主化集成化能力 ， 加快推 进 大 飞

机 、 重型燃气轮机等国家重大科 技 专

项； 增强机器人、 高端医疗器械等智能

装备， 大型豪华游轮等高端船舶和海洋

工程装备的竞争优势； 积极布局人工智

能、 大数据、 物联网、 精准医疗等新兴

产业。 集中突破一批国家亟需、 产业链

不可或缺的核心零部件 、 关键 基 础 材

料 、 先进基础工艺等 ， 加快实现 工 程

化、 产业化。
三是推动全市经济协同一体、 集约

高效发展， 提升质量效益。 优化产业布

局，郊区着力提高先进制造业水平、促进

产城深度融合， 中心城区优先发展高端

服务业和都市型产业。 加快布局新一代

信息技术、高端能源装备、新材料等重点

产业创新项目群，形成区域经济增长极。
坚持“压减”与“新增”联动，推动调整转

型结合，助推产业转型提质。

紧抓创新驱动核心要义

上海要加强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联

动， 加快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 着

力吸引和推进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建设全

球性产业创新中心， 增强上海在全球创

新网络中的话语权。
一是集聚创新要素， 着力优化创新

供给。 加快建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 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 打造集

成电路、 生物医药、 机器人等研发与转

化功能型平台。 在智能网联汽车、 核心

基础零部件 （元器件）、 工业互联网等

领域， 滚动推进一批产业创新工程。 创

新智能制造应用模式， 开展智能制造应

用 “十百千” 工程， 推进 “上海制造”
向 “上海智造” 转型升级。 扩大 “科技

创新券” “四新券” 覆盖范围。 建立跨

部门的财政科技项目统筹决策和联动管

理制度。
二是依托企业主体， 着力增强创新

活力 。 健全企业主体创新投入 激 励 机

制 ， 着力扩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和 规

模， 推广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

股权和分红激励办法， 鼓励国有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 优化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

方式方法， 落实高端装备、 新材料、 软

件 “三首” 政策， 培育一批国内及国际

细分行业 “隐形冠军”。 建立重大科技成

果跨区域转化的市级协调机制。 建设大数

据、 互联网教育等 “四新” 经济示范区，
放宽新兴企业准入管理， 支持大企业发展

“双创” 平台。
三是加大改革开放， 融入全球竞争合

作。 发挥自贸试验区服务 “一带一路” 战

略桥头堡作用， 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

新产业监管模式， 加强高端装备制造、 能

源、 港口、 通信等国际产能、 建设能力合

作； 推动装备、 技术、 管理、 标准、 服务

“走出去”， 探索建立上海国际产能合作服

务平台。 贯彻 “长江经济带” 国家战略，
深入推进长三角地区协同， 促进产业合理

布局和集群发展。 构建面向全球的投资促

进网络， 鼓励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

服务业， 实施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改造，
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 产业创新中

心等。

千方百计优化企业服务

上海进入工业化后期， 要主动适应特

大型城市资源要素紧约束新常态， 在保持

制造业合理规模比重的基础上， 坚持高端

化、 智能化、 绿色化、 服务化发展。 坚持

问题导向， 优化企业服务， 进一步提高要

素保障水平和资源利用效率； 坚持标本兼

治， 强化精准施策， 破除制约发展的制

度瓶颈。
一是促进要素资源集聚， 加强产业

统筹招商 。 发动全球 资 源 、 举 全 市 之

力 ， 加 强统筹招商和项目推进 。 建立

市各部门与各区、 园区、 企业、 机构等

招商对接机制 ， 营造引商安商 稳 商 环

境。 完善产业项目统筹推进机制， 加快

建设和储备集成电路、 智能网联汽车、
大飞机等引领性强 、 成 长 性 好 、 带 动

性大的产业项目 。 借上海与全 球 创 新

企业新一轮合作机遇， 加强战略对接、
项目引进 ， 推动形成产业链集 群 集 聚

发展新优势。
二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为企业提

供优质服务 。 按照 “放管服 ” 改 革 要

求， 依托已有服务渠道， 集约利用各类

政策和服务资源， 加强与 “12345” 服

务热线衔接 ， 建设上海市企业 服 务 平

台。 形成一套市区联动、 部门协同为企

业排忧解难的工作机制， 建设一个多渠

道集中受理企业诉求、 解决企业问题、
反映企业呼声的统一服务体系。

三是降低实体企业成本， 营造良好

的营商环境。 加强对先进制造业的空间

保障， 保持工业用地规模 550 平方公里

左右， 实行工业用地弹性年期转让。 推

进技改项目审批在法定时间基础上压缩

1/3。 加强自贸区金融改革与国际金融

中心建设联动。 鼓励大型企事业单位、
产业园区平台自建人才公寓等配套服务

设施。 合理减轻企业税费负担， 降低用

工、 用能、 物流、 通信成本等， 帮助实

体企业提高盈利能力。
(作者为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主任)

公安部启动机动车号牌管理改革
推广应用全国统一选号系统

据新华社北京 ５ 月 ３１ 日电 （记者

白阳）记者 ３１ 日从公安部获悉，公安部

部署启动机动车号牌管理改革， 推广应

用全国统一选号系统和号牌生产管理系

统，并推出全面推行网上选号、置换车辆

保留原车号牌等便民措施。
据悉， 此次号牌管理改革主要涉及

统一号牌发放、规范生产管理、服务便利

群众、严密监管制度 ４ 个方面。
针对一些地方存在的号牌发放不规

范的问题， 公安部要求推广应用统一的

号牌选号系统，实现统一号牌号码发放、
统一号池维护管理、统一号码资源监管，
保证选号阳光透明。同时，号码全部签注

唯一序列标识，实现制作发放全程留痕。
根据安排，从 ６ 月 ２０ 日开始，全国

将分 ３ 批推广应用统一的选号系统，第

一批推广单位有河北、吉林、江苏、山东、
河南、广东、广西、重庆 ８ 个省区市，及福

建福州，江西吉安，湖北武汉、宜昌，四川

绵阳，云南昆明，陕西渭南，新疆巴音郭

楞 ８ 个市州。
此次号牌管理改革还全面推行互联

网预选号牌号码， 所有号牌资源全部向

社会公示。群众可通过“交通安全综合服

务管理平台”（ｗｗｗ．１２２．ｇｏｖ．ｃｎ）或手机客

户端“交管 １２１２３”选取号牌号码。
据悉，车主今后将可通过随机选号和

自编自选两种选号方式自愿选号， 其中

随机选号由“１０ 选 １”扩大为“２０选 １”，号
牌号码资源宽裕的地方可扩大为“３０－５０
选 １”。 旧车转让或报废后，原车主再购

买新车或者二手车均可使用原 号 牌 号

码，也可以申请使用新的号牌号码。原车

主在一年内没有申请使用的， 该号牌将

重新进入选号池，向社会公开发放。
改革还放宽了使用原车号牌时限。

从 ６ 月 ２０ 日起，使用原机动车超过三年

可以保留该车号牌的要求， 调整为使用

一年后即可申请保留；同时，将原车转让

或报废后 ６ 个月内提出保留原号的申请

时限，调整为一年内可以提出。
记者还了解到， 去年在 ５ 个城市试

点新能源汽车号牌以来， 试点城市已发

放 ５．６ 万副号牌。 公安部将总结试点经

验，逐步扩大新能源汽车号牌试点范围。

评书要把新生活新故事说出来
全国曲艺“大咖”齐聚杭州共话新时期评书评话传承与发展

“刷！杨志抽刀出鞘，这口刀刃薄如

丝，清如清水，亮如闪电，刀刃碰刀鞘，
发出仓啷啷的脆响……杨志挥刀而下，
咔，一摞铜钱当时分作两半……”台上，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将评书《水
浒·杨志卖刀》演绎得活灵活现；台下，
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日前，由浙江省文化厅联合中国艺

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主办的首届中国

浙江·全国曲艺（评书评话）传承发展论

坛及观摩交流展演在杭州举办， 近 50
位专家学者和艺术家轮番献艺，并就评

书评话的传承和发展建言献策。

千年“国粹”后继乏人

一桌、一椅、一扇、一醒木、一手绢，
这几件东西构成了评书独有的艺术气

质， 在表演者的一招一式间超越了时

间和空间， 品评时态， 看遍古今， 真

正达到了 “翻手云、 覆手雨” 的艺术

效果。 上至王朝兴衰更迭， 下至市井

家长里短 ， 时而金戈铁马一发 千 钧 ，

时而细雨和风润物无声 ， 爱恨 情 仇 、
喜怒哀乐尽在表演者一人掌控 之 中 ，
这就是流传千年的评书魅力 。 评 书 ，
也叫评词， 流行于华北、 东北、 西北

一带， 在江南则称为评话。 它历史悠

久， 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口头讲说

表演艺术形式， 唐宋时开始流行。 据

说， 两宋期间汴京和临安在瓦肆中都

有说书大棚， 露天、 乡村、 庙台、 私

宅中也都有说书者活跃的身影。
“千百年来， 听艺人说书是中国

老百姓的传统艺术活动， 是老百姓知

书达理、 辨别是非、 接受文化教育的

主要途径之一。” 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

王印权介绍， 各地的说书人以当地的

方言说故事， 因此逐渐形成了语言风

格独特的地方评书。 解放后， 党和政

府提倡说好书、 说新书， 出现了 《林

海雪源》 《铁道游击队》 等大批符合

时代的书目 ， 受到广大群众的 喜 爱 。
后来， 《岳飞传》 《杨家将》 等评书

相继播出， 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收

听评书成为一个时期全国人民生活中

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各

种新艺术兴起， 评书这一传统艺术影响

力日渐衰落，人才出现了断层。王印权认

为，青年一代的评书学习者当中，很少有

人从事“大书”的创作、表演，这种局面对

评书艺术的发展和传承极其不利。

当下评书不能一味“啃祖”
如今 ， 评书 正 面 临 着 书 目 老 化 、

人才稀缺、 阵地缺少和传播乏力等问

题， 有人担心 “评书艺术会消亡”。 对

此， 田连元态度坚决： “说书本身就

是说话的一种艺术， 只要还开口说话，
评书就不会消亡。” 他认为， 评书是古

老的艺术， 它之所以传承久远， 就是

因为它会随着时代变更， 不断地改变

自己、 完善自己， 使自己能够随着时

代的步伐前进。
“突破创新，是一种艺术形式存在

的必备条件，也是一种必然规律。说书、
鼓书艺术，自汉、唐至今，形式未变，受

众依然，是因为它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

断地改变和完善自己。”田连元说，当下

评书不能总是一味“啃祖”，也要与时俱

进创新发展，跟上时代的步伐，加入一

些流行元素，增强其生活化、趣味性。同
时， 要创作结合当下时代特点的新作

品，学会运用网络语言，受众才会喜欢，
才会爱看爱听，流传后世。此外，评书的

传播要始终紧跟时代的步伐，才不会落

后， 只要更加多元化地出现在观众面

前，并借助新的传播方式，它才会走得

更远、更久。

弘扬正气，传递正能量

“评书不光要让听众听着有趣，还
要担负起教化育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的使命， 这是评书人的责任与担

当。”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评书表演艺术

家刘兰芳表示，评书自古以来就有弘扬

正能量的传统。 当国家民族面临危难

时，评书《杨家将》里的杨门忠烈、《岳飞

传》里精忠报国的岳飞、《戚继光》里驱

逐倭寇的戚继光等就深受百姓喜爱，激
励百姓保家卫国。

“当初，我说《岳飞传》《杨家将》的

时候， 对传统评书进行了一些改革，通
过删、改、补等方式，在保留精华内容的

同时，加强了时代性、知识性、趣味性和

生活化，突出了岳飞及杨家将们精忠报

国的思想，摒弃了原来的封建迷信等不

健康内容。”刘兰芳认为，现在评书也要

跟上时代，利用网络的崛起扩大中国传

统文化的传播阵地，把当今发生的新生

活、新故事说出来，传递社会正能量，讲
好中国故事。

（本报杭州 5 月 31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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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建芬“新学堂歌”音乐会上演
本报北京 5 月 31 日专电 （驻京记

者周渊）适逢“六一”儿童节之际 ，31 日

晚，由文化部主办，文化部艺术司、中国

东方演艺集团承办的著名作曲家谷建芬

“新学堂歌”音乐会在国家图书馆艺术中

心上演。
音乐响起， 身穿汉服的孩子们鱼贯

进入古朴的草庐中， 在古礼般的入学仪

式上，孩子们打开手中的竹简，用天籁般

的童声朗读起 《三字经 》，拉开 “新学堂

歌”第一篇章序幕。音乐会共分为四个篇

章，选取了谷建芬创作的《三字经》《弟子

规》《千字文》《悯农》《游子吟》 等 18 首

“新学堂歌”，并以“一母一子”两位人物

形象作为音乐会串联主线， 以水墨画般

简约唯美的舞美设计辅以多媒体手段，

让人耳目一新。 其间，80 多岁的谷建芬

还走上舞台，和孩子们共同演唱，引发了

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谷建芬多年来创作了 《采蘑菇的小

姑娘》《歌声与微笑》 等一大批脍炙人口

的歌曲， 还培养了一批优秀音乐人才。
2005 年以来，进入古稀之年的谷建芬致

力于儿童歌曲创作，陆续为 50 首经典诗

词谱曲， 在中小学及社会艺术培训领域

广泛传唱，被称为“新学堂歌”。这些歌曲

清雅质朴、旋律优美、朗朗上口，让孩子

们在歌唱中汲取古典诗词的营养， 对于

启迪少儿心智、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悉，谷建芬“新学堂歌”音乐会还

将于 6 月 1 日、2 日进行 2 场公益演出。

无人机实名登记8月31日前须完成
据新华社北京 ５ 月 ３１ 日电 （记者

齐中熙） ６ 月 １ 日起， 最大起飞重量在

２５０ 克以上的民用无人机开始实施实名

登记注册。 已购买无人机的个人， 须在

８ 月 ３１ 日之前完成登记注册 。 逾期未

注册， 其行为将被视为违反法规的非法

行为， 无人机使用也将受到影响。
根据民航局发布的 《民用无人驾驶

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 民用无

人机制造商和民用无人机拥有者 须 在

“无人机实名登记系统 ” 上申请账户 。
无人机制造商在该系统中填报其所有产

品的信息； 个人无人机用户须在该系统

中实名登记其拥有产品的信息， 并将系

统给定的登记标志粘贴在无人机上。
“无人机实名登记系统” 中登记的

信息包括： 拥有者姓名； 有效证件号码；
移动电话和电子邮箱； 产品型号、 产品

序号； 使用目的。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通

航分会副总干事孙卫国介绍， 无人机实

名制登记是国际通行措施， 美国于 ２０１５
年底开始无人机实名制登记。 我国无人

机实名制登记管理办法实施以后， 也会

对不登记行为进行处罚。
民航局空管办副主任张瑞庆表示，

民航局正逐步规范无人机开展商业运营

的市场秩序， 制定使用无人机开展通用

航空经营活动的准入管理规定， 针对发

展特点和需求， 拟将农林喷洒、 空中拍

照、 航空摄影和执照培训四类主要经营

项目列为许可对象， 同时配套开发无人

机准入和经营活动监管平台。

■本报驻浙记者 蒋 萍
通讯员 刘海波

昨天，小朋友在谷建芬“新学堂歌”音乐会上表演《弟子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