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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欧战略合作提供学理支撑

世界中国学论坛欧洲分论坛在柏林举行

本报讯 世界中国学论坛欧洲分论

坛 7 月 9 日—10 日 在 德 国 柏 林 举 行 。
这是继 2015 年美国分论坛、 2016 年东

亚分论坛之后， 世界中国学论坛连续第

三年在海外举行分论坛。 本次欧洲分论

坛主题是 “中国与全球化： 新阶段、 新

挑战”， 与刚刚举办的 G20 汉堡峰会相

呼应， 深入探讨当前全球化进程的深刻

变化及其影响， 以及中国和欧盟共同应

对全球化曲折发展的作用与责任。
本次分论坛由国务院 新 闻 办 公 室

主办 ， 上海社会科学院 、 德 国 全 球 与

区 域 研 究 所 （GIGA）、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欧 洲 研 究所 、 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

共同承办。
会议期间， 来自中国、 德国及其他

国家的 50 余位学者分别就 “中国和世

界的政治经济趋势” “全球不同文化对

话” 和 “中国与国际秩序” 3 个方面的

9 大议题交换意见， 在政治、 经济、 历

史、 文化、 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展开研

讨。 本次欧洲分论坛的举行将有助于欧

洲学术界进一步了解中国在全球化和全

球治理方面的理念与实践， 为中欧在新

一轮全球化进程中的战略合作提供学理

支撑。

建军９０周年

东北老航校，人民空军的摇篮
１９４６ 年 ３ 月 １ 日，东北民主联军航

空学校（习惯称“东北老航校”）在吉林通

化正式宣告成立。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
后来，“东北老航校” 也被人们看作

“人民空军的摇篮”。
刚成立时就担任“东北老航校”副政

委的黄乃一回忆，日本投降后，党中央、
毛主席决定迅速抽调一部分部队和干部

挺进东北， 同时派出在延安储备的航空

人才进入东北，利用日军留下来的机场、
飞机和航空器材创建航校， 以培养人民

空军的“种子”。
当时， 原驻东北的日军一个航空大

队，在队长林弥一郎带领下，于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底归降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

主联军的前身。 林弥一郎后来还取了一

个中国名字叫林保毅。
他的这支部队，共 ３００ 多人，在“东

北老航校”初创时期，是飞行训练和维修

飞机方面很重要的技术力量， 为我军培

养航空人员作出了贡献。
“东北老航校”的飞机大多是从东北

各地搜集来的， 有各型破旧飞机 １２０ 余

架。 航校以其中的 ４６ 架（可飞的 ３６ 架）
为主要装备，开展了飞行训练。

最初的飞行训练是异常艰难的。

当时，航空学校只有 ４ 架破旧初级教

练机和一些日制高级教练机，没有中级教

练机。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领导提出，越过

初、中级教练机，直接上高级教练机。
随着飞行训练时间增加，“东北老航

校”面临缺乏油料的严重困难，通过反复

试验， 以酒精代替汽油作飞机燃料获得

了成功。
郭芳介绍，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

下，“东北老航校” 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

展开艰难创业。 到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共培养

出 １２６ 名飞行员、２４ 名领航员以及 ４１０
名航空工程、通信、气象等各类航空技术

人才， 造就了一大批懂得航空技术业务

的军事、政治、后勤、技术管理干部。毕业

学员在开国大典上驾机编队通过天安门

上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东北老航校”

威名远扬 ，５ 名空军一级战斗英 雄 有 ３
名出自“东北老航校”，他们是王海、张积

慧、刘玉堤。 李汉、邹炎、王天保、高月明

等 ４ 名毕业学员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
称号。 １９５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李汉首创了人

民空军击落敌机的先河。
新华社记者 梅世雄

解放军报记者 毛 俊
（据新华社北京 ７ 月 ９ 日电）

同心捧月照天山 砥砺奋进著华章
———全国对口援疆20年成就综述

从帕米尔高原到准噶尔盆地， 从

塔里木河畔到天山脚下， 一幢幢彩钢

板覆顶的安居房替代了红柳芭子房，
一条条平坦顺直的柏油路代替了泥路

沙道， 一座座 “卫星工厂” 让种地放

羊的农牧民穿上工装拿工资……行走

天山南北， 没有人能忽视中国西陲正

在发生的巨变。
这些变化的背后， 是全国对口援

疆创下的共和国历史之最： 支援地域

最广 、 涉 及 人 口 最 多 、 资 金 投 入 最

大 、 援助领域 最 全 ， 新 疆 因 此 迎 来

历史 上 经 济 发 展 速 度 最 快 、 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力度最大、 民生受益最多

的时期。
这些变化的背后， 是党中央的关

怀和全国各省份的支持。 自 1997 年

首批对口支援 新 疆 干 部 抵 疆 后 ， 20
年间，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

部委 、 19 省市贯彻落实中央治疆方

略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 近两万名援疆干部

和技术人才西出阳关， 致力解决受援

地各族群众的问题， 极大地促进了新

疆经济、 社会、 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

进步。

民生优先 基础改善人心暖

住上了 安 居 富 民 房 、 走 上 了 柏

油路 、 喝上了 自 来 水 、 享 受 免 费 上

学……因为援疆支持， 这些 “红利”
正成为天山南北各族居民的 “标配”。

新疆发改委提供的数据显示， 对

口援疆特别是 新 一 轮 对 口 援 疆 启 动

后， 新疆民生受益最大。 “十二五”
共实施援疆项目 5161 个， 投入资金

580.3 亿元 。 在此期间 ， 500 多万各族

群众住房条件得到改善 ， 20 多万劳动

力稳定就业， 新建学校 222 所， 基层公

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
今年秋季， 祖辈喝 “涝坝水” 的和

田居民， 有望用上 “北京标准” 的自来

水， 彻底告别苦咸水。 这一历史性的变

化是北京援疆实施的民生工程， “真情

援疆” “首善标准” 让连片贫困面最大

的和田绿洲变了模样。
走进由江苏援建的阿合奇县阿合奇

镇无锡新村， 座座崭新小楼排列整齐，
条条笔直的柏油路纵横通达， 村里文化

室、 广场、 便民超市配套齐全， 农牧民

家水、 电、 暖、 气、 厕一应俱全。
“真不敢想我们能住上这么好的房

子， 这是党的好政策和对口援疆给我们

带来的好福气 。” 牧民买买提·吾肉孜

说， 以前住土坯房一下雨全家蹚泥水，
如今冬天不用生炉子， 还用上了自来水

和天然气。
万里援疆， 民生为重。 受益于大规

模的援疆投入， 新疆落后的基础设施得

以改观， 南北疆乡村的医疗、 教育、 社

会保障水平跨越式提高。
74％的 援 疆 资 金 用 于 民 生 建 设 ，

80％ 以 上 的 援 疆 资 金 安 排 使 用 到 县

（市） 及以下的基层……一组数字映射

出民生优先的援疆理念， 一项项事关各

族群众福祉的民生工程建成投用， 一个

个群众关心的问题得到解决， 对口援疆

精准发力， 产生了接地气、 强基础、 暖

人心的效果。

立足长远 就业增收接地气

每天下午下班时的深圳产业园区，

可能是整个喀什地区最忙碌的地方， 公

交车和大巴挤在厂区接送维吾尔族女工

回到周边乡镇。 包括广东思科电子在内

的企业吸收了 3000 多名员工， 全部来

自喀什市及周边乡镇。
就业是民生之本。 新一轮对口援疆

以来， 在援疆干部的引领下， “南雁北

飞” 和 “引凤筑巢” 正变为现实。 短短

几年间， 偏远落后的南疆地区， 一批内

地优势产业和企业相继涌入， 实现了前

所未见的跨越。
据国家发改委介绍， 党的十八大以

来 ， 援疆省市进一步加大产业 援 疆 力

度， 安排产业促进就业援疆资金 130 多

亿元 ， 吸纳富余劳动力 50 多万 人 次 。
援受双方共同探索实践了 “总部＋卫星

工厂” 等产业布局模式， 积极推动就业

岗位向乡、 村、 户辐射延伸， 方便当地

群众就地就近就业。
继重点解决民生问题之后 ， 19 个

对口援疆省市又将援助重心向扶贫帮困

倾斜。 针对南疆地区 “丰年越温， 灾年

返贫” 现象以及二、 三产业处在初级阶

段、 拉动就业有限的现状， 援疆省市坚

持 “就业第一”， 引导各族群众就地就

近就业。
“能在 家 门 口 就 业 ， 以 前 想 都 不

敢想 。 现在生活有了保障 ， 日 子 一 天

比一天好。” 曾在家待业的贫困户古丽

其曼参加培训后 ， 成为浙江省 重 点 产

业援疆项目阿克苏市阿依库勒 镇 织 袜

厂工人。

交流交融 强基固本久久为功

智力援疆、 人才援疆是提升新疆发

展软实力的关键 。 20 年间 ， 先后有九

批 19000 余名干部被选派至新疆。 其

中新一轮援疆工作开展以来， 有三批

次 15000 名内地干部深入天山南北。
他们不畏辛苦， 用汗水和付出来换取

边疆各族同胞的幸福。
不仅如此， 援疆省市还通过自身

优质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 积极实施

人才 “组团式” 援疆， 促进基层的教

育 、 医疗服务 能 力 和 水 平 整 体 性 提

升。 越来越多的援疆干部人才， 用实

际行动把一粒粒忠诚奉献、 团结交融

的种子播撒在新疆大地上。
与此同时， 通过 “请进来、 走出

去 ” 等多种培 训 方 式 ， 援 疆 省 市 教

育、 医疗、 人才等软性援疆项目力度

正逐年加大， 为受援地培训各类干部

人才 105 万人次， 有效提升了新疆干

部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 开阔了广大

基层干部的视野。
随 着 援 疆 工 作 的 深 入 ， 中 央 部

委、 援疆省市深切地认识到， 对口援

疆是促进新疆与内地之间加深交流交

往、 增进各民族团结融合的纽带， 结

合自身优势、 带有创新色彩的 “自选

动作” 不断推出， 推动了内地与边疆

地区的互动交流， 丰富了交往交融的

内涵， 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

安携手发力。
一位北京援疆干部表示， 三年援

疆路， 不仅自己的能力和才华得到充

分释放 ， 使命 感 和 责 任 心 也 大 大 提

升， 深切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责

任，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 不到

新疆不知国家利益之重！”
新华社记者 丁建刚 关俏俏 符晓波

（新华社乌鲁木齐 7 月 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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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彩第 17079 期公告
中奖号码： 6 0 9 6 8 8 1
一等奖 0 0 元

二等奖 12 24671 元

三等奖 128 1800 元

四等奖 1625 300 元

五等奖 21444 20 元

六等奖 252256 5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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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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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荒老师”潘玉莲和2000多个娃
新疆今夏要比往年热不少， 位于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喀什更酷暑难

耐，似火的骄阳把大地烤得滚烫。
晌午时分， 潘玉莲给因病落残的

儿子和上高中 的 孙 女 准 备 好 了 饭 菜

后，拎着白色编织袋上街。
潘玉莲 75 岁，由于双腿老迈且患

有旧疾，在行走时只能拖着碎步，眼睛

却不时环顾四周。遇到垃圾堆，她便驻

足留步，顾不上腥臭认真翻捡，把能卖

几分钱的瓶瓶罐罐收起来。
和一般的拾荒者不同， 潘玉莲衣

着整洁， 头发梳理得很好。 走在大街

上，卖水果的妇女、裁缝店的师傅、烤

馕的汉子，都会叫她一声“潘老师”。
这个“拾荒”老太太为何成了人尽

皆知的老师？ 记者来到她那座有着 60
多年历史的黄色土坯房前， 推开那扇

油漆斑驳的红色木门，寻找到了答案。

陋巷响起读书声

1992 年， 在外地打工的失意，让

潘玉莲打定主意回家乡———喀什地区

疏勒县疏勒镇。
家里的老房子没变， 黄色外墙没

有记忆中那么鲜艳。就是在这老房里，
潘玉莲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父亲是汉

族，母亲是维吾尔族，这也让她成为当

地为数不多精通两种语言的人。
她所在的新市区社区， 维吾尔族

家庭占到三分之二。 “这些娃娃家里多

半是低保，父母打工忙到很晚，文化不高

辅导不了功课，成绩就这样落下了。 ”
潘玉莲在外面闯荡过，她知道，语

言不通， 孩子的发展会被限制住。 于

是， 她萌生了办小课堂的想法。 一张

小茶几、 一块小黑板， 刚开始只有两

个孩子， 后来慢慢变成 5 个， 越来越

多……
通常，上午是潘玉莲的拾荒时间，

出去走一大圈 或 许 能 捡 到 十 几 个 瓶

子，每个 3 分钱。
收废品的周萍总会再添几角钱给

潘玉莲。她知道，这钱“潘老师”是花在

孩子们身上的。
隔一段时间， 她会到杂货店买些

新本子、铅笔，还有小红花贴纸。 最贵

的是每月 35 块钱一罐的花果茶，再买

包冰糖。
有些孩子放学过来没吃饭， 她就

烧水泡冰糖花果茶给他们就着馕吃。
“有我一口吃的，就饿不着娃娃。 ”

潘 玉 莲 每 月 只 有 300 多 元 的 低

保， 还要照料因病致残的儿子和一个

上高中的孙女。 她自己常常只有中午

做顿饭，晚上要教课到深夜，烧点开水

泡馍馍吃就对付了。
喀什当地课外补习班的费用一个

月少说也要三四百， 别人劝她象征性

地收些学费。
潘玉莲说：“进了我的门， 就是我

的娃娃，哪有跟自己娃娃要钱的？ ”
就这样， 她开办的小课堂一分钱

不收，还给孩子们管饭、发文具。 她一

个人辅导 5 个 年 级 几 十 个 孩 子 的 语

文、数学、外语。
她把家里最大的一间房腾出来，

改成现在的小教室。 自己吃饭、 睡觉

都挤在一间 10 平方米的小屋里， 墙

旧了就拿宣传画贴一贴， 旧家具凑合

着用。 不同的是， 这里一分钱不收，

还给孩子们管饭、发文具；这里只有一个

老师，辅导 5 个年级几十个孩子的语文、
数学、外语。

在她屋里， 最新的东西就是堆满书

桌的字典、辅导书，还有一沓厚厚的 A4
纸装订本。 那是潘玉莲找打印店帮她做

的表格， 上面登记着自己教过的每个孩

子的信息：姓名、家长联系方式、本人表

现、家长意见……
25 年 ，2000 多 个 孩 子 从 这 里 走 出

去。他们有的考上了外地的大学，有的已

经成为医生……

坚持、真诚、和善的“奶奶”
每到黄昏渐近， 潘玉莲的精神头都

会好起来。
刚过 6 点， 潘玉莲就走出去倚在大

门边。不久之后，门前这条土路会变得热

闹起来， 放学的孩子打闹着向潘玉莲的

小课堂跑来，扬起的沙土混合着说笑声。
孩子们陆陆续续到齐， 把作业本交

到潘玉莲手上。 她坐在教室门口的凳子

上批改作业， 左胸前的口袋里插着一红

一黑两支笔。
教室外面，学生从小到大排着队，有

的孩子手里捧着《唐诗三百首》默背，等

候即将到来的检查。
潘玉莲迅速地批改着作业， 给满意

的粘上红色的笑脸。
孩子们一个个进来领回作业本，小

课堂很快坐得满满当当。
20 多平方米的土房里挤着 14 张旧

课桌。 人最多的时候，有 100 多个孩子。
教室里坐不下，潘玉莲领着他们到后院果

园里上课，坐在桃树、杏树、无花果树下。
潘玉莲从盒子里挑出一块勉强可以

用手捏住的粉笔头，站在黑板前，课要开

始了。
面向黑板写字的时候， 潘玉莲佝偻

着的背部比往常挺直了很多。 她一笔一

画地写标题、抄生词，转过身面向挤巴巴

的教室，板着脸、眼神犀利，大嗓门地讲

起课文，讲到激动处忍不住比划两下。
教室前面两块大黑板， 每个年级会

分到一小块。孩子们每天都要上“黑板测

试”，掌握了当天的上课内容才能回家。

一年级的艾尼凯尔今天的“上黑板”
测验终于通过了， 略带哭腔地和老师潘

玉莲说再见， 被早已等候在外面的妈妈

领回家。
“家长也都支持我，从不为早点下课

向我求情。 ”潘玉莲说。
“潘老师教孩子有自己的一套法子，

上过她小课堂的孩子就是不一样。”镇泰

小学的老师说。
“哪有什么法子，我一天师范没上过，

又没干过老师。 ”潘玉莲笑着说，“全是笨

办法，手抓着写，一遍不行写很多遍。 ”
和学校教学不一样， 她的小课堂更

舍得在孩子身上花时间， 她自己更像一

位严厉的奶奶。
“天底下哪有笨娃娃，一遍遍讲，肯

定能教会。 ”和孩子在一起时，潘玉莲特

有耐心。
刚来的娃娃 都 怕 上 课 严 厉 的 潘 老

师，但呆久了，他们就能体会到她的好。
一个雪天的清晨， 五年级的苏麦耶

的妈妈像往常一样骑电动车送她和妹妹

来潘玉莲家上课， 不料途中轮胎打滑，３
人被甩到了路边，电动车也摔坏了。

潘玉莲看到母女浑身被雪水打湿的

模样，赶紧拿毛巾帮忙擦干。她告诉孩子

的母亲“以后中午不用来接孩子了，留下

来和她一起吃饭”。 后来，离家远的学生

都被留了下来， 所有人的午饭都由潘玉

莲来承担。
慢慢地， 社区的左邻右舍知道了这

件事，他们便自发给“爱心小课堂”送饭，
馕、馍馍、鸡蛋，有什么送什么。

“下半场”人生 别样精彩

“爱心小课堂” 改变了孩子们的命

运，也开启了潘玉莲别样的人生。
年轻时不幸的婚姻， 给潘玉莲留下

一个儿子。 为了养家， 她把孩子丢给父

母，外出打工，做过餐饮，跑过运输，甚至

做过泥瓦匠。 1992 年，打工的积蓄在一

场意外中化为乌有，潘玉莲到老家。
50 岁那年 ， 潘玉莲的小课堂 “开

张”，开启了她的“下半场”人生。
25 年，教与学，陪与伴，成为潘玉莲

和孩子们之间微妙的彼此依赖。

为了教好娃娃， 只读过高中一年

级的潘玉莲开始了对自己的严要求。
巴掌大小的本子扉页上，写着“每天背

三首古诗”，里面抄录着古诗，随手翻开

背诵、温习。这些年她一直坚持自学，读
论语、学英语、偶尔还练练毛笔字。

有一次，她差点就放弃了小课堂。
1998 年 ， 潘玉莲收到一封邀请

函。年少时，潘玉莲在学校系统学习过

俄语， 乌鲁木齐一所学校特意想聘她

任教。 邀请函言辞恳切， 所开报酬可

观。 她清楚， 这是改变困顿生活的机

会，年纪再大一点，外面的世界就不再

属于自己了。
经过一番思考和挣扎， 潘玉莲来

到乌鲁木齐。
很快， 手机铃声不断响起，“潘奶

奶你去哪里了？ ”“奶奶你家里怎么没

人？”“奶奶今天我考了第一名……”电
话那头是七嘴八舌稚嫩的声音， 提醒

着她遥远的地方有一群孩子需要她。
“我那时才发现， 和孩子们在一

起， 才算是好生活， 说什么我都要回

去。 ”潘玉莲毅然辞职返回疏勒。
小教室斑驳的墙壁上， 贴满了孩

子们的水彩画。今年六一前，用领到的

A4 纸和彩笔， 阿依米热画了蓝天、绿
树和拿着气球的小姑娘， 底下写着一

行字：潘老师，我们爱您。
她常给人说，要是没有这群娃娃，

没有给娃娃上课的盼头， 都不知道漫

长的白天怎么挨过去。
夜深， 随着最后一个孩子跟着家

长离开，潘玉莲合上“教室”那咯吱作

响的木门，过道的灯灭了，院子里安静

了。 潘玉莲回到自己 10 平方米的小

屋。 这就是她的一天。
潘玉莲家的窗台上， 放着一张 5

寸的半身黑白照。 那是她最喜欢的一

张照片，照片上，十八九岁的潘玉莲穿

着领口绣花的衬衣， 隽秀的眼神清澈

倔强。
她教过的娃娃都说：“潘老师最美

最好……”
新华社记者 何军 荣启涵 白佳丽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7 月 9 日电）

上述公示对象中需执行任职试用期的， 按照有关规定实行任职试用期制度。
公示时间为： 2017 年 7 月 10 日—2017 年 7 月 16 日。 如对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
的， 可在公示期间向市委组织部反映。 联系电话 ： 12380， 24021442 （传真 ） ；
联系地址 ： 高安路 19 号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室 （邮编 200031） ； 网上举
报 ： 上海市委组织部 “12380” 举报网站 （http://www.shanghai12380.gov.cn）；
短信举报： 手机 （限上海地区用户） 发送短信至 1063912380， 18802112380。

我们将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履行保密义务。 为便于对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
实， 请在反映问题时， 提供具体事实或线索， 并请提供联系方式， 以便我们将核
实情况作反馈。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

� � � � 2017 年 7 月 10 日

上海市市管干部提任前公示
为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进一步扩大民主， 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把干部选

好、 选准， 根据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规定， 经市委研究决定， 对
下列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

倪 一 飞 ， 男 ，
1966 年 2 月 出 生 ，
汉 族 ， 籍 贯 江 苏 建

湖 ， 全 日制大学 ，工

学学士， 中央党校研

究生， 1988 年 7 月参

加工作，1991 年 12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

任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 拟任上

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党组书记。

谷 开 文 ， 男 ，
1964 年 1 月 出 生 ，
汉 族 ， 籍 贯 安 徽 宣

城， 全日制中专， 中

央 党 校 大 学 ， 1982
年 10 月 参 加 工 作 ，
1986 年 5 月 加 入 中

国共产党。 现任上海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 职级

拟提为副局长级。

奚 雪 峰 ， 男 ，
1968 年 12 月 出 生 ，
汉 族 ， 籍 贯 江 苏 武

进， 全日制大专， 在

职大学 ， 法律硕士 ，
1990 年 7 月 参 加 工

作 ， 1996 年 6 月 加

入中国共产党。 现任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
职级拟提为副局长级。

陈 惠 珍 ， 女 ，
1962 年 11 月 出 生 ，
汉族 ， 籍贯上海 ，全

日制大学，法学学士，
在职研究生， 法学硕

士，1983 年 2 月参加

工作 ，1991 年 1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 现任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知

识产权二庭庭长、审判员。拟任上海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王 东 晟 ， 男 ，

1968 年 12 月 出 生 ，
汉 族 ， 籍 贯 安 徽 芜

湖， 全日制中专， 在

职大学 ， 法学学士 ，
中 央 党 校 研 究 生 ，
1987 年 4 月 参 加 工

作 ， 1993 年 6 月 加

入中国共产党。 现任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党委书记、 监狱长。 拟任上海市戒毒管

理局党委书记。

吴 晓 玲 ， 女 ，
1973 年 3 月 出 生 ，
汉 族 ， 籍 贯 辽 宁 庄

河 ， 全 日制大专，在

职大学， 公共管理硕

士 ，1992 年 8 月参加

工作 ，2001 年 4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 现任

上海市审计局综合计划处 （政策研究室）
处长。 拟任上海市审计局总审计师。

孟 庆 源 ， 男 ，
1973 年 3 月 出 生 ，
汉 族 ， 籍 贯 山 东 滕

州，全日制大学，理学

学士， 公共管理硕士，
1996 年 7 月 参 加 工

作 ，1994 年 2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现任普陀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统计

局局长。 拟推荐为长宁区副区长人选。

王珏， 女， 1968
年 9 月出生 ， 汉族 ，
籍贯浙江嘉善， 全日

制 研 究 生 ， 理 学 硕

士 ， 1994 年 8 月 参

加 工 作 ， 2009 年 3
月加入中国农工民主

党。 现任上海市环境

保护局环境评价影响处处长。 拟推荐为

普陀区副区长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