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 丁文祥领衔团队成功研制了我国首个小儿人工心肺机，

还设计一系列小儿心脏手术专用器械， 为我国开展婴幼儿心脏

手术提供了有利条件， 这些手术器械后来还被国外同行广泛应

用和称赞， 它们被称作 “丁氏器械”

从不见人影的芦苇荡到面向全球的自贸区
新中国首个“境内关外”保税区历经华丽蜕变，各项改革任务全面落地深化

背靠长三角腹地， 濒临长江入海

口，这里是新中国第一个“境内关外”

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所在

地：往东望去，一艘艘巨轮载满货物驶

向全球；向西回眺，一栋栋因贸易而兴

的高楼鳞次栉比……

如果时间退回到 70 年前，映入眼

帘的是一片荒滩和芦苇荡， 还有战争

留下的碉堡零星散落，不见人影。1990

年浦东宣布开发开放五个月之后，一

行人从四面八方坐车坐船穿越芦苇

荡，在一栋简陋两层小楼上，拉开了外

高桥滚动开发的序幕。从保税区设立，

到 2013 年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这片

土地始终站在中国经济面向世界的最

前沿， 坚持扩大开放与体制改革相结

合、制度创新与功能培育相结合，推动

各项改革任务全面落地深化。

朴素心愿 ，承载 “老开
发”的梦想和汗水

在外高桥， 富特中路以及富特东

路、 富特西路从南至北贯穿了整个保

税区。很少有人知道，这些路的命名其

实“藏”着最早一批开发者非常朴素的

心愿：取“Free Trade”（自由贸易）发音

中 “F”“T”两个字母的谐音———“富 ”

“特”组合，也是“富得特别”之意。

要让一片区域“富得特别”，这个

如今看上去有点“单纯”的目标，背后

承载着沉甸甸的梦想与汗水。 当年规

划的外高桥保税区 ， 是老杨高路以

北、 以东紧贴规划港区的 10 平方公

里区域———一片广袤的农田，村落民

居星星点点，间或有抗战后留下的军

事碉堡隐藏在泥路旁边 。 潼港一村

4 号 ，这间高桥老街旁的老式公房 ，

曾经是外高桥开发公司的现场办公

场所 。

1990 年，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

公司在成立之初，和陆家嘴、金桥开发

公司一起入驻当时浦东唯一的酒

店———位于塘桥的由由饭店办公。 大

家从各个单位借调而来， 每天披星戴

月乘坐摆渡船到浦东上班， 当时现场

艰苦的工作环境是现在年轻人难以想

象的。 据当时项目拓展部副经理王磊回

忆，一盏日光台灯、一盒文具，外加一辆

自行车， 是上班第一天领取的全部办公

用品。 “当年的开发者们只有岗位的不

同，不分职位的高低；只有加快开发进度

的热情，不计个人吃亏划算的多少。 ”

正是这群敢为天下先的奋斗者，在

浦东的东北角、长江的入海口，为中国第

一个保税区的建设挥洒辛勤汗水， 奉献

无怨年华， 使保税区实现了 “一年一个

样，三年大变样”的目标。

按照“量力而行、滚动开发”原则，外

高桥保税区先后进行了三次扩大封关。

1994 年 12 月底第三次封关后， 封关区

域已达 5.5 平方公里。 自此，外高桥港口

先后开辟通往日本、南非、中南美、地中

海、东南亚、沙特等九条国际航线。 1995

年， 保税区一些较大规模的加工项目和

高技术项目陆续进驻，美国通用电气、惠

普、英特尔，日本电工、先锋电子等一批

跨国企业也选择外高桥作为打开中国市

场的落脚点。

大胆设想，演绎一段段华
丽升级的故事

因贸易而生，因贸易而兴，外高桥保

税区进出口总额用 20 年时间完成了“三

级跳”：1993 年为 3 亿美元，2002 年首次

超过 100 亿美元 ，2012 年突破 1000 亿

美元大关。

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WTO）

以后，外高桥保税区的发展面临新挑战：

从国际上来看， 加入 WTO 就要求按国

际惯例开展贸易、 投资活动； 从国内来

看，保税区优惠政策开始减弱，如保税区

企业所得税 15%的特殊性已被全国所

有企业所得税 25%的普适性所替代，又

如外资贸易公司以前必须也只能开设在

保税区， 而商务部 8 号文规定外资贸易

公司可以自主选择注册地。 在这种形势

下，如何拓展保税区的功能？如何与国际

贸易规划接轨？ 这些思考孕育出了一个

大胆的设想———在保税区内打造营运中

心企业。

世界顶级钢琴品牌施坦威于 2003

年入驻外高桥保税区， 刚起步时仅仅是

一家小型贸易分拨类企业， 现在已经一

跃升级为集团亚太区总部， 统筹管理东

南亚、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和

地区的代理商， 整合并实现亚太区范围

的钢琴订单销售、物流运作、资金结算等

营运功能和管理职能。

“原来公司很多业务都要‘绕道’新加

坡才能完成，外高桥支持营运中心的计划

与我们的发展方向不谋而合。随着亚太区

枢纽设在外高桥，物流、贸易以及结算功

能一并落地， 订货数量和销售数据持续

提升。 ”施坦威钢琴亚太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王鑫告诉记者，“过去 10 年间，我们中

国区的业务保持了年均 18%的高速增

长。 ”

从营运中心企业到亚太营运商，再到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营运总部———截至

去年底，外高桥已经集聚培育了 246家总

部类企业，演绎出一段段华丽升级的精彩

故事。

全新跨越， 自贸区制度创
新激发活力

2013 年 9 月， 保税区迎来新的跨越。

依托上海保税区四个海关特殊监管区，总

面积 28.78 平方公里的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 这片区域对标国

际最高标准，聚焦投资、贸易、金融和政府

职能转变四大领域，构建法制化、国际化、

便利化营商环境， 推动一系列成功经验在

全国范围内可复制、可推广。

外高桥美约路 291 号 ， 一座占地近

1700 平方米的大型无人仓库正 24 小时不

间断运作。 这里是全球轴承巨头斯凯孚的

东北亚分拨中心， 整个全自动存储系统库

高 30 米，径深 120 米 ，共有多达 3.5 万个

箱位数。

借助上海自贸试验区先后推出的各项

贸易便利化制度创新———货物状态分类监

管，批次进出、集中申报等，斯凯孚可以把

产品高效地运往全国乃至整个东北亚

市场，大大提高了货物周转速度，降低

企业库存与运营成本。

翻开斯凯孚在外高桥六年来的自

贸成绩单，2013 年销售额为 14.76 亿

元 ，2018 年增长到 32.55 亿元 ；2015

年分拨中心启用之初， 每年完成报关

总量约 1 万票， 随着业务不断扩大，

2018 年该数据已达到 2 万票，实现了

翻倍增长。

“从外高桥的发展可以看出，保税

区域的制度创新有效激发了市场活

力，有力推进了贸易功能、复合功能的

升级，促进了区域经济的结构优化、产

业升级、动能转换和质效提升。 ”上海

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 保税区管

理局副局长陈彦峰表示， 作为上海自

贸试验区先发区域和核心区域， 保税

区域六年来经济规模稳步增长， 今年

上半年商品销售额 9050 亿元，年均增

长 9%， 挂牌以来新设企业贡献的年

税收已经超过百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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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古稀之年， 人生还能选择多少种

生活方式 ？ 在上海 ，有这样一批与新中国

同龄的老年人，他们用越来越精彩的生活打

破了人们的刻板印象———从“花甲背包客”，

到“健身达人”，抑或“电影爱好者”，在老人

这一身份之外，70 岁后的人生还有更多的

可能。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重阳佳节，也是我国

第七个法定“老年节”。 让我们走近这些“正

当年”的长者，还原他们的真实生活。

行遍全球，轻松“打卡”各大景点

来自携程的最新数据显示，超过 300 万

名出生于 1949 年的“新中国同龄人”，已走

向全球 100 多个国家。 他们之中，最远曾到

达南极、北极，最高到达海拔 5300 米的珠峰

大本营，轻松“打卡”全球景点。

在携程统计的数据中，俄罗斯成为不少

“银发族”钟爱的旅行地点。其中，莫斯科、伊

尔库茨克、圣彼得堡、海参崴、新西伯利亚位

列前五大旅游目的地。

过去，语言关、身体因素、旅行节奏等曾

是老人出国游的障碍，但现在不少旅行社已

为“银发族”开辟了定制游线路，并配备随行

队医，解决了“夕阳红旅行团”的后顾之忧。

身体情况好一些的活力老人还可以追求个

性化路线，背上行囊，摇身一变成为“花甲背

包客”。

携程的数据还显示，“新中国同龄人”中

最远飞行里程前十位均超 1 万公里。 其中，

一位上海老人以自由行方式飞往墨西哥

城，喝咖啡、吃玉米饼，乘坐上世纪 60 年代

的老爷车环城兜风，好不惬意。

锻炼也新潮，康复玩出“游戏范”

住在闵行区莘庄镇敬老院的庞高林老

人有点“红”。 由于精通各类打击乐器，他在

敬老院里已经斩获了一票粉丝。

走进陆家嘴长者综合照护家园， 患有

帕金森症的沈爷爷正兴趣盎然地 “玩游

戏”。 只见他缓缓移动手上的操作杆，再精

准“击杀”目标，顺利完成任务后，游戏等级

又升一级。 原来，这是一款康复机器人，让

老人体验游戏之余， 还可以精确记录动作

数据 ，评估其活动范围 、肌力进行能力 ，生

成完整的身体情况分析报告。

这一边把康复玩出了“游戏范”，那一边

健身房成了老人的心头好。紧邻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中福会养老院最初因

“地理条件”吸引了不少老人入住。 住久了，

许多老人更离不开这里———不仅饭菜符合

口味，服务设施更是准确击中“需求痛点”。

就拿健身房来说，锻炼身体是许多老人每天

的“必修课”。 把跑步机调整到合适的步速，

体验一把室内健身的乐趣，有的老人还因此

成了“健身达人”。

老有所乐，满足个性化需求

好动的老人喜欢去健身房、 康复室，而

喜静的老人则把个性化电影院视为自己的

“秘密基地”。

红色软椅配上巨幅大屏， 从外观来看，

莘庄镇敬老院内设电影院与院线放映厅并

无差异。 但特别的是，这家内设电影院专为

老人提供 VIP 服务———点单观影。 在这里，

老人们向放映方反馈想看的电影。因为这项

服务，老人们常能看到市场院线寻不到的许

多怀旧电影、红色电影。 这家内设电影院不

仅向入住老人开放，社区老人同样可以通过

登记来这里观影。

在养老服务行业深耕多年的王洁告诉

记者，包括电影院在内的一些娱乐设施如今

都成了养老院里的“标配”。 过去，他们在提

供养老服务时大多止于老人的生活照料，现

在，在保证老人身体健康的同时，也越来越

重视个性化的心理需求，尽可能让他们过上

一个“老有所乐”的晚年。

医生不仅要“闷头看病”

更应该抬头看天看世界

我国小儿心胸外科创始人丁文祥深情回忆新中国儿科事业辉煌历程

在医学领域 ，人类的心脏曾是 “终

极禁区 ”，在这条充满未知的探索道路

上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

童医学中心终身教授丁文祥可谓是一

名与共和国共成长的医学 “闯将 ”———

在物质贫乏年代，他成功设计、研制

了以首个国产小儿人工心肺机为代表的

一系列国产手术器械与修补材料， 让老

外惊呼“不可思议”；

过去几十年，他不断创新手术技术，

让很多险些停摆的生命得以延续……

回眸新中国小儿心胸外科发展历

程，多处留有丁文祥的印记。 “能与孩子

们在一起，让我感觉很温暖。 能与祖国

共成长，我很自豪。 ”国庆前夕，丁文祥

获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纪念章。 这位 90 岁高龄的我国小儿心

胸外科创始人深情讲述自己为之奋斗

一生的儿科事业：我们不能等别人来帮

助，要自强！

为了干番事业，他谨遵恩
师要求的“两件事”

丁文祥 1929 年出生于安徽宿县 。

1954 年 ， 他以优异成绩从震旦大学毕

业，进入广慈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前身），师从我国外科学泰

斗傅培彬。 “你想要干番事业吗？ ”“当然

想！ ” 丁文祥至今记得恩师接下来的叮

嘱：“答应我两件事：一要晚结婚，二要晚

生子。 ”显然，傅培彬是希望丁文祥能把

所有精力投入工作。 而丁文祥亦是一诺

千金：他直到 29 岁才结婚，34 岁时才与

妻子育下唯一的女儿。

1958 年 ， 丁文祥借鉴国外先进技

术， 发明了一种空气灌肠器的疗法，让

90%的婴幼儿肠套叠患者避免了开腹手

术。取得一系列成果后，他又将目光投向

了小儿外科难度最大的分支———小儿心

胸外科。 1963 年，在院系调整后，丁文祥

从瑞金医院转至新华医院工作， 并将全

部精力投入小儿心胸外科发展。

医生跑工厂，研制我国首
个小儿人工心肺机

上世纪 70 年代，我国先天性心脏病

治疗形势严峻。 1974 年前后，丁文祥在

新华医院组建我国第一个小儿心胸外

科。也是在这段时间里，丁文祥与同科室

的苏肇伉医生， 以及当时刚毕业的刘锦

纷、徐志伟、史珍英、朱德明等年轻医生

组成六人攻关小组， 一心想赶上国际小

儿心脏外科医学潮流。

至今，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教授刘锦

纷还珍藏着一张黑白照片：那是 1975 年

他随丁文祥到上海电表厂， 在首个国产

人工心肺机前的合影。泛黄的照片，记录

着这群医生自主创新的燃情岁月。

不待医院 ， 跑工厂 ！ 刘锦纷难忘

1975 年到科室报到的场景：丁文祥热情

地介绍我国小儿外科的现状，当天下午，

他就带着这群刚报到的“小医生”们一起

走进了上海电表厂的车间， 让大家看看

当时正在研制的小儿人工心肺机。 回医

院的路上， 丁文祥讲述了即将徐徐展开

的我国婴幼儿先心病手术的宏伟蓝图。

“那时候，我国同国外交往有限，别

说进口设备 ， 就连查国外资料都很困

难。 ”让刘锦纷难忘的是，丁文祥用十分

坚定的口吻告诉后生们，“我们不能等，

必须自主研发。 ”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历经无数次失

败后，这个“医工结合”团队终于成功研

制了我国首个小儿人工心肺机。 上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正是在小儿人工心肺机

等必要设备的辅助下，丁文祥领衔团队，

成功地为一例出生 18 个月、 体重 10 千

克的幼儿施行了低温体外循环下室间隔

缺损直视修补术， 由此开创了国内婴幼

儿心内直视手术的先河。这也标志着，我

国小儿心胸外科的建设正式启动。

此后，丁文祥还设计一系列小儿心脏

手术专用器械，填补了国内空白，为我国

开展婴幼儿心脏手术提供了有利条件，这

些手术器械后来还被国外同行广泛应用

和称赞，它们被称作“丁氏器械”。

抢抓机遇“创业”，不断创
造更好的医疗环境

丁文祥如今所在的上海儿童医学中

心， 已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世界最大儿科

先天性心脏病临床中心之一， 无数小于

一岁的超低龄、 低体重的复杂心脏病患

儿在这里重获新生。 这家年轻的儿童专

科医院的诞生，也与丁文祥有关。

改革开放以来， 丁文祥与美国心胸

外科专家积极交流小儿心胸外科的诊

治。 1983 年，美国世界健康基金会总裁

约翰·华尔许到浙江医科大学（现为浙江

大学医学院）参观前，顺道到新华医院参

观， 对丁文祥展示的自己设计的手术器

械和设备印象深刻。 华尔许当即决定与

新华医院签订三年合同， 并制定了进一

步提升心脏外科的合作项目。

三年为期，合作圆满完成。 1986 年，

丁文祥与华尔许敲定了进一步合作的计

划———合办一家儿童医院。就这样，全国

首家中外合作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

心于 1998 年 6 月 1 日正式开诊。这也是

如今的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上海）的主要

承建单位之一。

谈起这段“创业史”，丁文祥说：“机

遇是转瞬即逝的。今天的医生不仅应该

‘闷头看病 ’， 更应该抬头看天 、 看世

界，要为中国创造更好的医疗环境赢得

机遇。 ”

纪念章里的家国情怀③

闵行区莘庄

镇敬老院有一支

老人乐队，97 岁的

庞高林担任打击

乐手。 他精通各类

打击乐器，现场表

演人气十足。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开发初期的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

（资料照片）

荨如今的上海

自贸试验区外高桥

区域内 ， 一栋栋因

贸易而兴的高楼鳞

次栉比。

新华社记者

凡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