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助人”当作生活底色
赵红娣以白玉兰开心家园家庭服务社为平台，十多年来投身公益

多数人称她 “赵老师”“赵医生”，
也有人叫她 “赵妈妈”“赵阿姨”“赵奶

奶”，还有人唤她“赵善人”“赵菩萨”。
称呼不同，背后的感激和敬意却相似。

赵红娣声音不大，有些沙哑，但直

抵人心；她温婉美丽，眼神温柔坚定，
脸上总带笑容，真诚亲切，时而腼腆羞

涩； 她衣着讲究， 一派江南女子的温

婉， 但跟

她接触就

知 道 ， 温

婉之下是

一颗坚强的心———过去十多年间， 她坚

持投身公益， 陪伴帮助深受苦悲烦忧困

扰、走在“人生边上”的人；她走进受助人

的生活和内心， 伴他们一起走出泥潭和

困境；她“做一个好人”，用心理学知识和

仁厚爱心，把“助人”过成生活的底色和

惯常。

用专业心理学知识服务
困难群体

当过医生、做过工厂工会主席，热心

肠的赵红娣一直很喜欢帮助人。为了“有
点专业知识，帮更多人”，她专门学习心

理学课程，这下便一发不可收。

12年前， 赵红娣开始在原闸北

区大宁街道组建心理咨询师志愿者

团队， 每周半天义务为居民服务。
面对面的交流、 疏导、 调适， 改善

了许多家庭的亲子、 夫妻、 婆媳、
邻里关系， 化解了居民的困惑和烦

恼 。 这 也 是 上 海 “心 理 健 康 进 社

区” 志愿者团队的缘起和雏形。 现

在， 很多地方都有赵红娣忙碌的身

影： 她到大宁、 彭浦新村、 大桥、
临汾路、 北站等多个街道做心理辅

导志愿者， 还常年到监狱做矫正志

愿者。
茛 下转第三版

赵红娣， 上海市
白玉兰开心家园家庭
服务社社长， 担任市

志愿者协会心理援助总队副总队长、 市妇
联关爱家庭 “巾帼志愿服务团” 团长、 上
海老年协会老年心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
职务 。 她十多年如一日用专业心理学知
识， 全身心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中， 改善
了很多人的心理状况和生活条件。 曾获得
全国 “三八红旗手”、 上海市 “三八红旗
手”、 上海市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
首届上海市十大社会工作突出贡献人才等
荣誉称号。

右图： 赵红娣正在心理咨询工作室内

为服务对象进行心理介入治疗。 袁婧摄

格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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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杠杆撬动实体经济升级

松江区去年通过淘汰落后产能获得土地减量化再开发指标1700多亩，
其中1174亩被用于支持制造业项目，占比居全市最前列———

“要像保护基本农田一样， 保护先

进制造业的用地需求。” “只要是好的

制造业项目 ， 就不必担心没有土地 。”
在市郊松江区， 建设中的两大智能制造

项目从找地到开工都只花了约 半 年 时

间， 在用地方面更是一路 “绿灯”。
上海近期出 台 的 “扶 持 实 体 经 济

50 条” 提出， 要引导土地 、 资金等要

素向实体经济集聚。 但在 “十三五” 规

划中 ， 上海也设置了 “建设用 地 减 量

化” 的硬约束。 松江区的经验证明， 顶

着土地 “天花板” 发展实体经济、 培育

新动能完全可行。

先进制造业切走2/3用地蛋糕

在松江区洞泾镇， 国内智能制造的

龙头企业“科大智能”正在建设机器人产

业总部。七八座塔吊同时忙碌着，为的是

在当年实现一期项目竣工。 总裁助理杨

浩说，新园区将成为一个工业4.0装备的

研发和制造基地， 未来年销售收入可望

在现在基础上翻番，达到50亿元。
科大智能在上海十多年， 子公司分

散在各区。 为扩大规模并集中运营， 一

年多前， 他们开始四处为新基地寻址。
杨浩说， 选择松江区， 是因为 “这里的

干部对产业想得比我们更细， 还愿意拿

出最好的土地让我们挑。” 最终挑中的

土地， 总面积 300 亩， 交通方便， 自然

与人文环境都不错。
同样享受 “爽快供地” 待遇的， 还

有知名机器人制造商库卡。 目前， 库卡

柔性系统上海有限公司的新基地正在松

江工业区加快兴建， 首席执行官王江兵

说， 当他们因为扩大产能而提出用地需

求后， 几天内就得到回应， 并前往现场

看了场地。

对政府来说， 把土地留给制造业，
可能会损失出让金收益。 一般来说， 工

业用地的出让金是每亩几十万元， 而商

业和住宅项目往往能达到上千万元。 在

当下全市严控新增项目、 用地指标非常

紧张的情况下， 土地资源该如何投放，
考验着政府的眼光和决心。

松江区经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区委

区政府对实体经济非常重视， 相关部门

已形成共识： 商业和住宅的土地收益虽

高， 却是 “一锤子买卖”， 只有实体经

济才能更持久地带动经济发展， 并贡献

税收。
这种判断之下， 松江区成为全市保

障制造业项目用地的典型。 统计显示，
去年松江区通过淘汰落后产能， 获土地

减量化再开发指标 1700 多亩。 按规定，
这些土地指标可用于工业 、 商 业 或 住

宅 。 但 最 终 ， 高 达 68.5%的 用 地 指 标

（1174 亩） 被用于支持制造业项目， 比

重在全市居最前列。
值得一提的是， 科大智能的 300 亩

土地， 原先是城市发展备用地， 也就是

说， 它本可以发展商业或住宅。 记者在

现场看到， 这个未来的机器人和人工智

能产业园区的确紧邻着一片别墅区。

从淘汰项目里挖掘土地资源

在上海出台的 “扶持实体经济 50
条” 中， 一大亮点就是明确要求每年要

将不少于 1/3 的土地减量化所腾挪出的

用地指标用于重点工业项目 。 在 松 江

区， 同样内容的文件已颁布执行了一年

多， 有力地保障了科大智能、 库卡等项

目的落地。
“扶持实体 经 济 50 条 ” 还 提 出 ，

各区在按规划提高存量工业用地容积率

时， 可以灵活确定土地增容费的收取比

例， 不设下限。 茛 下转第三版

■ 去年， 松江区不仅在保障实体经济用地方面走在
全市前列， 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考核中也排名全市第一。
统计显示， 去年该区共调整劣势企业 349 家， 调整土地
3200 多亩， 两个数据同比增幅都超过 120%， 也显著超
出年初设立的工作目标

■ 目前， 松江区针对重大项目， 创造了 “微信群审
批” 制度， 进微信群的包括区领导、 相关委办局负责人
和企业家。 大家借助互联网手段， 可以实时跟进项目进
展， 迅速协调各种问题， 缺材料立即补， 有疑难马上
问。 这个政企沟通平台 24 小时运转， 打破了行政审批
的时间和空间限制

■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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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16 日电 党

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全面深化改

革的重大战略决策， 出台实施了

一系列重大改革方案， 重要领域

和关键环节改革举措取得重大突

破。 为全面总结和展示改革的进

展和成就， 中央组织拍摄了十集

大型政论专题片 《将改革进行到

底》。 该片将从 7 月 17 日起在中

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并在融

媒体平台同步推出。
该片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充分反映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统筹推

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协调

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整

体谋划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 四

中、 五中、 六中全会确定的改革

任务， 带领 13 亿中国人民攻坚克

难、 砥砺奋进， 扎实推进全面深

化改革的伟大实践。
该片是对全面深化改革全景

式、 权威性的梳理总结， 既体现

了较强的思想性和理论深度，又讲

述了人民群众身边生动的改革故

事。全片共分十集，分别为《时代之

问》《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人民

民主新境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延续中华文脉》《守住绿水青山》
《强军之路（上、下）》《党的自我革

新》《人民的获得感》。
在 党 的 十 九 大 即 将 召 开 之

际，这部政论专题片的推出，将进

一步鼓舞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

坚强领导下， 坚持改革正确方向，
保持改革定力和韧劲，继续解放思

想、勇于实践，把全面深化改革事

业不断向前推进，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中国学术图书抢占世界“枢纽书架”
今年上半年， 一批反映当代中国经

济、文化、社会发展和科研学术成果的沪

版图书崭露头角。 这些书在海外多语种

出版发行时， 一改以往单纯输出外文版

权形式， 而是充分利用海外出版方在学

者资源、发行渠道的优势，探出一条“国

际组稿、全球发行”新路。学术出版借力占

据世界“枢纽书架”，迈入全球化新阶段。

牵手学术“国际后援团”，
助力中国图书发声洪亮

最近， 同济大学出版社的 《高铁新

城》《一点儿北京》 签约英国ACC集团合

作出版发行；《城市形态与住房市场》等

图书已由国际知名学术出版商施普林格

推出英文版。 比起单向翻译输出的旧模

式，出版方在“走出去”过程中创新布局，
放眼全球，架起高效的传播网络，让中国

声音在向外传播时“发出洪亮的声音”。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副社长李广良

告诉记者，壮大本土翻译团队，最大化利

用全球力量，与各国汉学家联手，再加上

对作品进行符合当地话语和思维方式的

编译， 传播效果可事半功倍。 比如列入

“剑桥中国文库”项目的《东京审判：中国

的记忆与观点》， 就由中英协同翻译编

校，并选定历史学教授、汉学家卜正民撰

写英文序言， 助力图书获得欧美学界的

关注认可。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过去一

年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大飞机出

版工程”丛书等31个项目，入选“经典中

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中国

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中华学术外译项

目”等国家级项目，在全国名列前茅。

这也就不难理解， 已举办十届的中华

图书特殊贡献奖， 陆续聚拢了来自40个国

家的近百名海外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他
们成了推动中华文化及学术成果走向世界

的重要力量。除了集思广益，本土政策支持

也不可或缺。 为鼓励优秀版权项目走出国

门， 上海市版权局自2013年每年拿出一定

的专项资金，目前已有104个版权项目获得

资助。

开拓发行版图，在全球“枢
纽书架”上“阅读中国”

只有围绕学术知识的一系列开发、转

化、传播、营销形成良好的“出版链”后，学

术出版的生命力才愈发长久。在学者看来，
推广图书除了每年各大国际书展平台，也

不能忽略全球性大型连锁实体书店和网

店、高校图书馆等，线上线下齐发力。
据 悉 ， 刚 刚 面 世 的 《 纵 横 “ 一 带 一

路 ”———中国高铁全球战略》一书，也于今

年同步输出了英文版权， 英文版今年内将

由施普林格出版，向世界讲述中国高铁“走
出去”成就背后的中国经验。作为输出方，
格致出版社副总编辑忻雁翔告诉记者，版

权谈妥后，出版团队会深入海外市场一线，
与欧美学界、高校、企业等多方交流，倾听

前沿反响，力争扩大图书在当地的影响力。
为便于全球读者在身边主流 书 架 上

“阅读中国”， 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

与法国拉加代尔集团合作， 借助后者旗下

分布于纽约、 巴黎、 法兰克福等地主要机

场、火车站、地铁站和商业中心的3100多家

书店，搭建起全球销售网络，累计售书40多

万册。此外，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在美

国亚马逊网站设立网上“中国书店”，在线

品种逾58万种，海外发货近29万册。

■本报记者 许旸

位于河北承德市北部的塞罕坝，曾是“飞鸟无栖树、黄沙遮天日”的荒山秃岭。塞罕

坝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奋斗，造出百万亩人工林海，为京津构筑一道防沙源、涵水

源的“绿色长城”，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成功范例。
图为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 新华社记者 王晓摄

百 万 亩 人 工 林 海
筑京津“绿色长城”

上 海 交

通大学出版

社输出 “大

飞机出版工

程” 《基于

可靠性的飞

机维修优化

和应用》 英

文版。

同济大

学出版社输

出 《城市形

态与住房市

场》英文版。
（均由出

版方供图）

■ 眼光朝下：引领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 筑牢阵地：把党组织建在经济社会最活跃的细胞上

■ 创新体制：打造有战斗力的基层骨干队伍

构建社会治理新生态
———上海加强城市基层党建纪实

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市委坚
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作为主线，按照“组织有活力、党员
起作用、群众得实惠”的要求，使之成为凝聚千万市民、推
进城市发展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上海市委表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在基层，必须
始终夯实基层基础。上海的基层党建工作要不断适应新形
势、新变化，解决新问题，不断探索具有超大城市特点的基
层党建工作新路

荩 刊第二版·要闻

人物小传

■本报记者 李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