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庆祝建军 90 周年

■本报记者 何易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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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辰亮摄

■本报记者 徐晶卉

习近平的贺信
值此第十九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开

幕之际， 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 并以我个人的名义， 向大会的召

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出席大会的各

国专家学者致以诚挚的欢迎！
植物是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者，

深刻影响着地球的生态环境。 人类对

植物世界的探索从未停步， 对植物的

利用和保护促进了人类文明进步。 中

国是全球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

一。 中国人民自古崇尚自然、 热爱植

物， 中华文明包含着博大精深的植物

文化。 中国 2500 多年前编成的诗歌

总集 《诗经》 记载了 130 多种植物，
中医药学为人 类 健 康 作 出 了 重 要 贡

献， 因植桑养蚕而发展起来的丝绸之

路成为促进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的

重要纽带 。 近 年 来 ， 中 国 在 水 稻 育

种、 基因组学、 进化生物学、 生物技

术等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 中国

将坚持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

享的发展理念，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广泛开展植物科

学研究国际交流合作， 同各国一道维

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
国际植物学大会在推动全球植物

科学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次

大会的主题是 “绿色创造未来”。 希

望出席本届大会的各国专家学者加强

交流和对话， 为倡导人类关心植物、
关注未来，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推动绿色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7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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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运出原产国的时候，中国区市场部门开始申

报，等化妆品运到关口，审批文件已经下来。”这是进口非

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试点以来，伊丽莎白·雅顿中国区供

应链总监张毅的最大感受。 他刚刚在浦东新区市民中心

拿到关于“蜜桃身体乳”的备案证明，这款季节性产品得

以在秋天前进入市场销售，将大大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从基层大胆创新定向突破，到试点成果向多地推广，

再到探索全市市场监管体系联动， 上海交出了一份综合

执法体制改革的靓丽答卷。过去三年，上海市场监管体系

进行“放管服”全方位改革创新，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的制度创新经验，产生了积极成效。

故事：大牌化妆品新款同步上市的背后
经验：企业痛点就是改革重点

今年 3 月， 浦东新区在全国率先实施进口非特殊用

途化妆品备案试点，短短四个月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已
有超过 200 个产品完成备案， 有力助推了化妆品国际贸

易便利化。 ”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党委书记吴伟平说。
记者在浦东新区市民中心看到，16 号进口非特化妆品

备案窗口一直有企业在咨询和办理业务。 张毅告诉记者，过
去进口非特化妆品实行准入审批制， 所有产品要先通过检

测，然后去北京审批，拿到批号后才能上市，需要耗时三个

月。 实施备案管理后，他们在网上递交所有材料，五个工作

日就能拿到备案证明，国内消费者可以同步购买新品。
如何培育幼苗是个技术活儿。试点背后，看不见的政

府职能转变在悄悄进行。吴伟平说，单单为进口非特化妆

品试点这一件事， 他们就建立了多维度立体化的事中事

后监管体系，“我们开展了境内责任人的试点工作， 与检

验检疫系统沟通，进行产品备案和入境情况的互联互通，
还建立了产品追溯制度，确保终端产品时时可追查”。

企业的难点就是改革的重点。三年多来，浦东新区市

场监管局从企业的“痛点”入手，先行先试各类改革创新

举措近百项，其中约 85%的试点最后形成各个层面的制

度文件。

故事：一年冒出 2000 多个“全透明厨房”
经验：监管体系再造，“盆景”秒变“苗圃”

去年 4 月， 虹口区市场监管局在虹口龙之梦商圈试

点一个“新技能”———明厨亮灶。 多家饭店门口相继出现

一台“新设备”，直播饭店内“闲人莫入”的后厨、冷菜间等

工作场景，包括监管部门的脸谱评级、食品溯源等信息也

首次“公开亮相”。
从点到面推广，经济学上有一个“S 型曲线”的生长

脉络，即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才能爆发。 然而，不过短短

一年，“明厨亮灶”这一新事物已在申城“全面开花”。吴伟

平告诉记者，截至 6 月底，浦东新区共有 950 家餐饮企业

实现“明厨亮灶”，其中 516 家已经安装“互联网+明厨亮

灶”视频系统，迪士尼小镇明厨亮灶率达 100%。 市食药监

局食品餐饮监管处副处长张磊透露， 目前全市已有 2000
多家饭店通过安装这套设备实现了“全透明”厨房。

市市场监管工作党委书记阎祖强表示，从“盆景”迅速

变成“苗圃”，受益于整个市场监管体系的再造。 过去，工
商、质监、食药监“九龙治水”，存在多头监管困局；改革之

后，“大盖帽”由几顶合成一顶，形成大监管格局，有利于好

的试点成果迅速推广。
“从试点到推广，我们坚持把‘放管服’贯穿体制改革

全过程，强化改革的系统集成，立足于浦东新区能突破、
全市能推广、全国能借鉴，将改革的影响力辐射到最大范

围。”吴伟平给记者举了个例子：去年，浦东新区率先启动

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台建设，探索“双告知、双反馈、双跟

踪”“双随机、双评估、双公示”创新机制，推动实现“跨部门”综合监管和“全生命周

期”闭环监管；去年 6 月，平台上线试运行，目前已形成示范模板向全市推广。

故事：网红店全市九家门店同步查封
经验：跨区域跨领域执法“立竿见影”

上周末，在浦东新区、徐汇区等设有门店的“网红”点心糖水铺“一笼小确幸”，
因疑似存在食品安全问题，被食药监部门紧急叫停。 一天之内，“一笼小确幸”上海

九家门店和中央厨房停止生产经营，相关食品及其原料迅速被查封。
过去，类似跨区、跨领域之间的协调配合与综合执法困难相当大，但如今却能

真正实现“立竿见影”。 在阎祖强看来，巧用互联网工具互联互通，正在打破政府资

源割裂的问题，形成全市联动效应，“如今我们的投诉举报系统统一了，处罚信息的

申报信息统一了，案件的查处信息统一了。 下一步，我们将在浦东新区和闵行区先

行先试，把市场监管信息统一起来。 ”阎祖强透露，预计这一系统半年内能开发完

成，横向打通 16 个区的信息平台，纵向对接市级层面的四个监管部门，整个市场监

管大数据监管信息平台将得到进一步完善。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上海 16 个区的市场监管局“一把手”私底下有这么一个

形象的比喻：过去，上面有工商、质监、食药监、价格监督“四个爹”，现在有信息平台

“一个妈”。 “这只是一个比喻，但如何承担好综合协调职责，为深化改革保驾护航，则
是市场监管的重要任务。 ”阎祖强目前正在思考下一步的工作协同，把浦东新区三年

来的市场监管改革经验复制推广到其他 15 个区，同向改革、同步推进，保证全市各区

市场监管局体制改革后，在工作方法和工作职能、工作机制上形成更好的联动效果。

百名将军喜看申城新变化
本报讯 （记者何易） 昨天， 为庆

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 驻沪

三军和武警部队百名老将军在家属陪

同下前往松江新城， 参观 G60 上海松

江科创走廊规划展示馆， 并观看精彩

的庆祝建军 90 周年双拥慰问演出。
14 时 30 分 ， 载有曾参加抗日战

争、 解放战争的老将军的车队率先从

松江区政府出发， 前往参观地点。 老

将军们沿途远眺松江大学城、 广富林

文化遗址公园风貌， 并仔细倾听讲解

员的介绍。 抵达目的地后， 老将军们

在工作人员引领下观看全息投影、 3D
打印等新技术展示， 以及松江区在高

端制造、 智能制造、 关键制造等领域

取得的发展成果。

15 时 30 分左右 ， 全体老将军齐

聚松江区办公中心 8 号楼大会堂， 共

同见证本次活动的组织机构———上海

市百名将军活动中心、 上海市百将公

益基金会与松江区社会工作党委开展

党建共建签约、 与松江区教育局进行

共 建 签 约 。 百 将 活 动 中 心 主 任 潘 振

秋告诉记者 ， 本 次 活 动 以 建 军 90 周

年 为 契 机 发 起 ， 旨 在 让 老 将 军 们 亲

眼 目 睹 上 海 的 新 变 化 ， 体 会 现 代 化

城市的 “科创 、 人文 、 生态 ” 魅 力 ，
在军民融合中弘扬 “双拥精神 ”。 百

名 共 和 国 老 将 军 、 20 位 离 退 休 老 干

部代表 、 100 位优抚对象代表等共计

700 余人出席活动并一起观看双拥慰

问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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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幅画作展现90年辉煌建军史

今天，“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美术作品展
暨“文韬武略·功垂千秋”———开国将帅诗词书法作品展开幕

本报讯 （记者李婷）今天上午，“我
们的队伍向太阳”———庆祝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 90 周年美术作品展暨 “文韬

武略·功垂千秋”———开国将帅诗词书

法作品展在上海图书馆开幕，用艺术的

形式展现了人民军队创建、发展、壮大

的辉煌历程。
八一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遵义

会议、飞夺泸定桥、陕北会师、平型关大

捷 、辽沈战役 、和平解放西藏 、国际维

和、航母编队……在“我们的队伍向太

阳”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

美术作品展上，建军史上一个个重要历

史事件，被画家用画笔铭刻。 展览共展

出从陆、海、空三军以及火箭军、武警部

队等单位和个人征集到的 90 幅大型绘

画作品，其中国画 33 幅、油画 54 幅、水
粉画 3 幅。

记者看到，每幅画作旁边的说明牌

上，都对作品描绘的重大事件、重要战

役或重要人物的历史背景作了注释，读
一遍这些文字，就如同读了一部浓缩的

建军史。
90 幅美术作品向人们生动地传颂

着人民军队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的光辉

足迹，它们的背后是画家们的辛苦付出。
著名画家汪观清不顾 87 岁高龄，

毅然拿起画笔，定格下雷锋一心为工作

的场景。 视网膜脱落经历数次手术、仍
处恢复期的画家徐纯中，把自己关进工

作室一个多月，夜以继日地创作，其间

每天只吃四五个馒头。 最终，他不仅艺

术地再现了五代领导人检阅部队的画

面，还用画笔还原了郭村保卫战，以此

缅怀在这次战役中牺牲的伯父徐世良。
“我的伯父是新四军的一位营长， 他死

的时候身中 4 弹， 虽然我和他不曾见

面，但他的精神永存我心。 正是千千万

万和他一样的战士的浴血牺牲，才换来

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相比他们，眼睛不

适这点困难算什么？！ ” 徐纯中说。
据悉， 本次展览活动由市委宣传

部、市双拥办、上海警备区政治工作局

联合指导，市国防教育基金会、市国防

教育协会、市文史馆、中国上海书画院

等共同主办。 展览在上海图书馆展至 8
月 5 日， 之后将以展板的形式在沪上

90 个社区巡展。

同各国一道维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
大会昨在深圳市开幕 李克强作出批示表示祝贺

习近平函贺第十九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开幕

新华社深圳 7 月 24 日电 国 家 主

席习近平 24 日致信第十九届国际植物

学大会 ， 向大会的召开表示 热 烈 的 祝

贺，向出席大会的各国专家学者致以诚

挚的欢迎。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 植物是生态

系统的初级生产者， 深刻影响着地球的

生态环境。 人类对植物世界的探索从未

停步， 对植物的利用和保护促进了人类

文明进步。 中国是全球植物多样性最丰

富的国家之一。中国人民自古崇尚自然、
热爱植物， 中华文明包含着博大精深的

植物文化。中国 2500 多年前编成的诗歌

总集《诗经》记载了 130 多种植物，中医

药学为人类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 因植

桑养蚕而发展起来的丝绸之路成为促进

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近

年来，中国在水稻育种、基因组学、进化

生物学、 生物技术等领域取得举世瞩目

的成果。中国将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 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广泛开展植物科

学研究国际交流合作， 同各国一道维护

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
习近平强调， 国际植物学大会在推

动全球植物科学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这次大会的主题是“绿色创造未来”。
希望出席本届大会的各国专家学者加强

交流和对话，为倡导人类关心植物、关注

未来，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绿色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表示祝

贺。他在批示中指出，国际植物学大会是

国际植物科学界最高水平的学术会议，
在全球植物科学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此次第十九届大会在深圳召开，对促

进中国植物科学界与世界的交流、 提升

全球植物科学研究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是植物多样性最为丰富 的 国 家 之

一，中国人民向来崇尚自然，重视对植物

资源的利用和保护。 中国政府牢固树立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

策，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的战略位

置，注重加强植物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

在相关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 希望大会

围绕“绿色创造未来”主题，深入交流、相
互启发、凝聚共识，为推进植物科学发展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建设绿色文明的地

球作出新的贡献。
第十九届国际植物学大会 24 日在

广东省深圳市开幕。 会上宣读了习近平

的贺信和李克强的批示。
国际植物学大会创办于 1900 年，是

植物科学领域水平最高、 影响最大的国

际会议。 这次会议由中国植物学会和深

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来自中国、美

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等近百个国

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与代表约 6000 人

参加会议。

“第一张军装照”定格峥嵘岁月
百名军队离退休干部提笔抒怀，真情讲述艰难而光辉的军旅生涯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之

际，上海市双退安置办公室和上海市军

队离休退休干部活动中心在军队离休

退休干部中开展“第一张军装照”主题

征文活动。百名军队离退休干部提笔抒

怀， 讲述自己第一张军装照背后的故

事，书写他们对军旅生涯的真情回忆。
对人民军队的热爱是相同的，但穿

上这身军装的故事却各不相同。重新翻

出当年的军装照，部队离退休老干部对

人民军队的挚爱与深情从心头溢出，那
些艰难而光辉的岁月再次浮现在眼前。

穿新衣的哥哥和满身补
丁的弟弟 ： “我们都是刘邓
大军”

武登荣 （现 年 90 岁 ）：1948 年 1
月，在大别山的一次战斗中，我负了重

伤，不能跟随 “刘邓大军”撤离大别山。
在那一年多里， 为了躲避敌人追杀，我
整天穿丛林钻山沟，身上的军装从冬天

穿到夏天，又从夏天穿到冬天，早已破

烂不堪。
1949 年 4 月初， 我终于走出了大

别山， 在皖西军分区警卫连当通信员。
有一天，我走在太湖县城的街上，看到第

二野战军的战友全都身穿新式黄军装。
在他们之中， 有一个很像我的远房哥哥

武振书。 我仰天大叫了一声：“武振书。 ”
果然是他。他一脸茫然地问我：“你

是谁啊？ ”
“我是小会（我小名）啊！ ”
“你逃荒到这来了？ ”
“不是，和你一样是当兵的。 ”
“你也是解放军，是哪个部队？ ”
“刘邓大军！ ”
“你们是哪个部队呀？ ”
“刘邓大军！ ”
在场的同志们都笑了起来。 我俩

紧紧地抱在一起， 我激动得失声痛哭

起来。
振书哥在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十五

军文工团当司务长。 我跟着他到了文工

团所在地。 有个老兵说：“他们兄弟相逢

不容易， 应该叫照相员给他们照一张相

啊。”那时，上级规定不准给个人拍照，可
文工团团长知道我的情况后， 破例批准

为我们哥俩照了一张合影。
振书哥身穿胸前佩有“中国人民解

放军”胸牌的新军装，打着新绑腿，脚穿

新鞋子 ，头戴缀有 “八一 ”帽徽的新军

帽。 我身穿打了许多补丁的老式旧军

装，脚穿一双破草鞋。
我俩的合影成了我参军后的第一

张军装照。 因怕人误会，我特意在照片

下方的空白处写了八个字：“我俩都是

刘邓大军”。那张照片直到解放后，我才

拿到寄回家。遗憾的是，在 1963 年河北

省一场大暴雨中，因房屋倒塌，那张珍

贵的军装照毁于一旦。

“这支部队昨晚已光荣
起义，从今天起，你们就是中
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啦！ ”

阎长春（现年 85 岁）：1948 年春天

的一天， 有个国民党军官闯进我家，硬
是把我拉到了第三绥靖区 132 师山炮

营军需处，让我给军需长当勤务兵。
11 月 8 日，军需处人来人往，忙个

不停。这天晚饭比往日开得早。饭后，军
需长叫大家整装待命。 近半夜时分，突
然传令到院外的空地上集合。一位指挥

官压低嗓门对大家说，现在奉命开赴前

线，行军途中，不准抽烟点火，不准大声

讲话，不准掉队。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后，
部队过了大运河。这时，一位军官（后来

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手拿一把红布

条，分发给每个人，并让我们扎在左胳

膊上。队伍沿着通往临沂方向的公路继

续开拔。
天快亮的时候，迎面走来一支穿着

灰色军装的队伍，不远处的村头两棵大

树上，拉着一条写有“欢迎你们光荣起

义”的横幅。乡亲们敲锣打鼓，纷纷涌到

村口，高喊：“欢迎你们回到人民怀抱！”
有的老乡端来了热茶， 有的送来了鸡

蛋、红枣等。 我从未见过这样让人兴奋

的场面，感动得淌下了眼泪。
那位发红布条的军官提高嗓门高

兴地对我们说：“这支部队昨晚已光荣

起义，从今天起，你们就是中国人民解

放军战士啦！ ”刹那间，部队沸腾了：我
们脱下旧军装，穿上新军装，迎来了新

生活。
换装后， 我想写信向家人报个平

安。 经领导批准后，我拍下了这张军装

照，一并寄回了家。

“你去当兵，今后我们什么
时候见面、能不能见面，都很难
说，我们一起拍个照吧！ ”

张宁生 （现年 83 岁)：1951 年 1 月

15 日，我瞒着父母，从湖北省立武昌实

验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变成了空军中南

预科总队二团六中队的一名学员。
我在武昌上学是住读。父母远在离

武汉几百里之外的石灰窑（现黄石市）。
因为怕父母阻挠，所以参军的事我先前

没向他们透露， 可总不能一直瞒着他

们，于是，我给家里写了信。信寄出一个

星期后，我妈妈来到了孝感部队驻地。
妈妈来， 我心里忐忑不安。 妈妈说：

“你爱国，这没错。 可实验中学是湖北有

名的学校，你高中毕业后，肯定能上比较

好的大学，学好本领，作用不是更大？ ”
我想了想说：“我现在上军事干部

学校同样是上学。 抗战时期，在四川上

小学的时候，我就羡慕考进了少年航空

学校的同学， 现在我也当上了空军，说
不定还能当上像苏联阔日杜布那样的

英雄呢。 ”
妈妈又说：“你毕竟才 15 周岁，为

什么要虚报是 17 岁呢？ 战场上的苦你

吃得了吗？ ”
听了妈妈的话，我从苏联卫国战争

开始说起， 不仅夸了卓娅和舒拉的妈妈

是多么伟大的母亲，而且还举了《青年近

卫军》里的一些典型来为年龄问题辩解。
妈妈语重心长地说：“既然你下定

决心，那就一定要坚持到底。 ”最后，妈
妈的声音有点哽咽：“你去当兵，今后我

们什么时候见面、能不能见面，都很难

说，我们一起拍个照吧！留个纪念，也给

你爸爸看看。 ”
就这样，我和妈妈到小镇上拍下了

我的“第一张军装照”。

武登荣(1955 年授衔照）阎长春张宁生

三位老同志身穿最后一套军装合影 （左起分别为张宁生、 阎长春、 武

登荣）。 本报记者 何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