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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岁老徐火中三次登门勇救95岁老伯

面对火海， 跨出一步救人需要莫大勇

气。 家住闵行区颛桥镇申良花园的63岁市

民徐兴法，两分钟内上楼三次，登门救人。

5月上旬的一个晚上， 家住二楼的95岁

朱锡生独自一人在家。由于电路老化，家中

突发火灾，并在短时间内烧成一片火海，情

况危急。住在一楼的徐兴法闻讯，前后三次

上楼，最终冲进火海救出朱老伯。邻居们也

及时配合援助，第一时间拨打了119，火势

得以及时控制，最终无人受伤。

本周五，朱老伯家即将重新装修，徐兴

法决定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帮得上忙的”。

走上被烟熏得漆黑的二楼， 推开已碳化的

房门， 朱老伯的儿子朱敏杰和儿媳正在整

理物品。看见老徐来了，他俩连连向这位救

父恩人道谢。

徐兴法是典型的山东汉子，一米八五的

高个，乐观开朗。但是他也坦然告诉记者，救

完人后的一个星期，他没日没夜地睡觉，才

终于缓了过来， 冲进火海的场景事后回想

起来让他感觉有点后怕，“我是个普通人，但

我很庆幸，关键时候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回想当夜，晚上7点多，徐兴法回到小

区，在楼下与山东老乡聊了几句后互相告别。

刚要进门，徐兴法听见老乡大喊：“老徐！你

家二楼着火了！”这位老乡住另一幢楼的三

楼，透过窗户看到对面201室的客厅蹿出小

火苗，赶紧扯嗓子通知住101室的徐兴法。

徐兴法头脑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

危险！今晚只有朱老伯一人在家。于是他第

一时间跑上楼，用力敲门并大喊，然而朱老

伯耳背，没有应答。老徐马上下楼拨打朱敏

杰的电话。 没想到， 一上一下的短短时间

内，火舌已舔到窗户口，周边一片通红。

情势危急， 徐兴法再度冲上楼， 踹开

201室大门。 呛鼻的浓烟和炙烤的火海中，

只见朱老伯拿着小桶站在客厅中央， 颤颤

巍巍地试图自行灭火。 徐兴法被浓烟呛得

无法前进，只得下楼想办法。

徐兴法在楼道看见一条湿的破毛毯，

于是立即披上身，第三次上楼。他借着毛毯

角捂住口鼻，冲进201室的客厅。此时朱老

伯已被吓得神志不清，非但不肯出来，还对

徐兴法喊：“救火呀，快帮我救火呀！”徐兴

法一边哄，一边将老人拖拽出房门。邻居们

上前合力，终于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徐兴法的女儿一边搀着惊魂未定的朱

老伯，一边“埋怨”爸爸：“太危险了，你也是

个老人了！”徐兴法却摆摆手：“着火是有危

险，但是人不能不救。”

事发视频显示， 后来火场一度发生爆

燃现象， 所幸消防队员也及时赶到扑灭了

大火。 着火楼栋所在社区， 名叫众众新家

园。 该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邹莉萍得知火灾

发生后，第一时间从浦东往回赶。

当时，由于灭火用水渗到一楼，徐兴法家

的积水没过小腿肚。 几位邻居也正在徐家里

帮忙，一桶一盆地往外舀水。

与此同时， 小区的老年人活动室被临时

开辟出来，供受灾楼宇住户休息。朱敏杰对邻

居们连连致歉， 并提出在附近宾馆给大家开

房间休息。大家纷纷婉拒。

由于积水过深，徐兴法家没办法居住了。

第二天， 业委会主动在小区内找到一处合适

房屋，供徐兴法一家暂时租住过渡。

采访中，徐兴法反复对记者强调：这场火

灾没有酿成事故，其实并非他一个人的功劳。

“当火灾发生，没有一个人置身事外”。比如，

在他勇救朱老伯时，楼上301室12岁的小姑娘

临危不乱，及时拨打了119火警电话，并准确

报出火灾位置等关键信息。 还有邻居守在小

区门口，当消防车到达后，立即引导至火灾发

生地。因此，这场火灾从报警到完全扑灭，仅

用了8分钟。

跨出“三步”的勇气
在朱老伯家， 徐兴法正给大家模拟当时他如何踹门救

人。身后的墙面已被火焰燎得漆黑。徐兴法正是逆着这样的
大火冲了进去。

听过几次讲述的邻里忍不住夸：“老徐， 你能跨出救人
那一步，真的有勇气。”

不是“一步”，而是“三步”。面对危险，他三次上楼，三次
都作出同样决定———救人！古人曾云：“一鼓作气，再而衰，

三而竭”，但徐兴法却一次比一次勇敢。

但徐兴法真的很平凡———退休前在山东泰安的机关单位
上班，退休后来到上海与女儿一家团聚，过着含饴弄孙的生活。

他只是一个平凡的好人。他的好，是你刚一坐下就递到
手上的冰西瓜， 是答不出为什么敢从火海中救人时的害羞
模样，更是记者离开时他站在夕阳里目送的剪影。

于他而言，救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习惯了对周
围的人好。

我们身边就有许许多多这样平凡的人，做着善举，不为
留名，我们总是被他们保护得很好。

记者手记

上海平均每天新增2.5家首店
本报讯 （首席记者徐晶卉）上海首发经济发展呈现出勃勃生

机，首店数量稳居全国首位，平均每天新增2.5家首店。这是记者从

昨天举行的2021中国国际零售创新大会获得的消息。

据悉，2018年5月至今， 超过4500个国际国内品牌在沪举办新

品首发活动，包括芬迪、香奈儿、路易威登、蔻驰、华为等知名品牌

频频在上海“首发”“首秀”。上海首店数量稳居全国首位，平均每天

新增2.5家首店。其中，全球首店或亚洲首店52家，外资品牌首店占

比近20%。此外，各类首发平台、时尚发布地标、市级核心商圈，正

成为新模式、新业态、新产品的试验田和竞技场。

在免退税经济方面， 上海在全国率先开展离境退税 “即买即

退”便利服务试点和“集中退付”，成为全国第一个离境退税“海陆

空”口岸全覆盖的城市，目前全市共计有20家免税店，免税店数量

居全国单个城市前列。

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祖亮，副市长宗明出席。

“用机器人造机器人”将在上海“超级工厂”实现

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外资研发中心累计分别达到791家和488家,
外企掌门人称赞上海不仅是投资热土，也是辐射全球的关键节点

先进产业分布均、行业领军企业多、企

业能级水平高……昨天，又有30家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和10家研发中心获颁认定证书。至

此，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外资研

发中心累计分别达到791家和488家。

“匹配度极高”“方向感极强”“办证速度

极快”，颁证现场，外资企业掌门人纷纷点赞

上海，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上海都是中国乃

至世界上最富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热土之一。

匹配度极高，方向感极强

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是上海

重点聚焦的三大先导产业，清晰的战略定位

让很多企业找到了“方向感 ”。记者发现，获

颁证书的40家企业中，生物医药领域企业4家，

智能制造领域企业7家，高端服务业领域企业

4家，外资企业纷纷将优势资源注入上海。

匹配度极高———这是优时比中国区总

经理吴昕对于在上海设立地区总部的判断。

这家专注于开发治疗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

重症疾病创新药物的比利时企业发现，位于

上海的中国总部正成为创新药全球多中心

研发的必选点之一。“医药产业有一个很大

的特点，就是对于整个学科的研发、临床等

要求非常高，上海满足了所有的优势条件。”

吴昕说，这里有全球领先的科研院校，能吸

引大量全球优秀人才，而且这里的生物医药

产业发展已非常成熟，尤其在以“张江药谷”

为代表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中，企业可以找

到从研发到生产的顶级合作伙伴，为企业发

展带来巨大价值。

方向感极强———这是ABB集团副总裁、

ABB机器人中国区负责人梁锐的感言。早在

2005年，ABB机器人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就

已在上海成立，ABB机器人全球业务总部也

于次年落户上海。近年来，随着上海不断加

大智能制造的布局，企业也跟着加码投资。

“公司在浦东康桥投资1.5亿美元建设

的新工厂正在抓紧建设中，将于明年一季度

投入使用，这座全球最大、最先进的‘超级工

厂 ’将实现 ‘用机器人造机器人 ’。”梁锐透

露，届时全球研发中心将整体迁入并进一步

扩大规模 ，无论是从人员、投资还是规模上

看，它都将成为ABB在全球最大的研发中心。

立足于上海，辐射到全球

此次获颁证书的企业中，有两个“能级”

值得注意。从企业能级看，美国安进生物医药、

日本索尼等5家企业为全球500强，大部分企

业身居行业龙头地位。 而从总部能级看，此

次设立大中华区以上区域总部和研发中心的

外资企业多达9家，这意味着，在“总部增能计

划”的加持下，上海不仅是跨国公司眼中的

投资热土，也是辐射全球的一个关键节点。

芬林集团于2003年在上海设立芬林（上

海）贸易有限公司，目前在亚洲地区的产品

累计进口额已超过10亿吨，占集团全球总额

的五分之一， 且每年以两位数百分比增长。

基于此， 芬林集团决定在上海成立亚太地区

管理总部，目前已把办公室搬到陆家嘴地区。

芬林（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总裁宋望球

介绍， 目前总部员工不到30人，“别看人少，

能级却高， 上海总部负责的区域包括印度、巴

基斯坦、韩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管理

着财务、人力资源、物流等各方面的运营，立足

上海，辐射全球”。

正因为在全球都有布局，跨国企业更能体

会到上海良好营商环境带来的优势。“百事食

品松江工厂从申请到拿证只用了不到100天，

让人吃惊。”百事公司大中华区食品业务高级副

总裁兼总经理谢长安对“上海速度”印象最深，

这也是百事频繁注资中国的理由，“今年是百事

公司植根中国40周年， 在华投资已超530亿元，

一直以来我们都受惠于上海优质的人才环境、

良好的营商环境， 我们将进一步扩大在工厂、

供应链、本地人才、本地创新等方面的投资”。

数据显示，今年1-4月，上海新设外资企业数、

合同外资和实际使用外资实现“三增长”，其中，

实际使用外资77.73亿美元， 同比增长20.3%，与

2019年同期相比增25.2%；新增跨国公司地区

总部20家、外资研发中心7家。市商务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 上海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动全方位

对外开放，以更大力度强化全面赋能、精准服

务、法治保障，支持外资企业在沪实现更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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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药房智慧管”，包容审慎“管”出满满活力
紧扣所需所盼推动“放管服”改革，徐汇区市场监管局相关工作获国务院办公厅通报表扬

在上海，逐渐兴起的“云药房”有了全

新监管模式———全市首个零售药房智慧监

管系统近日上线，一方面，药房可直接通过

云端实时接收电子处方， 并派人将药品安

全送至患者手中； 该系统也通过实时监管

破解了特药监管、药师管理、药品温湿度监

控“三大难点”。“云药房”，这是徐汇区发力

打造的智慧监管的场景之一。

当下，聚焦市场主体的全生命周期，徐

汇区市场监管局通过深入推动“放管服”改

革，一方面减环节、减材料；另一方面，加快

构建起一套事中事后监管的有效体系，打

造可信赖、有预期的市场环境。

截至目前， 率先实现市场监管领域所

有审批事项办理时限比法定时限平均减少

85%，减材料数平均减少60%，药械化领域

“减材料”、 餐饮服务领域 “高效办成一件

事”率先落地；8个行业“一业一证”改革已

在全区落地……与此同时， 电梯维保备案

率全市名列前茅， 首创老旧住宅电梯风险

“跟踪评估”，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自查报告

和产品追溯上报全系统名列前茅……守好

了边界底线，也留足了发展空间。

近日，徐汇区市场监管局牵头的“深化商事

制度改革、落实事中事后监管”工作获国务院办

公厅通报表扬，也是全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区。

70%项目全程网办，30%只跑一次

凭一张电子处方，便可在“云药房”选购

药品。数据集成、跑出“加速度”后，也倒逼着

政府部门加快迭代更新监管手段和方式。

2018年， 徐汇区市场监管局在全市层面

首提新设企业“次日发照”。在此基础上不断

自我加压、主动提速。如今已实现相关领域全

部行政审批事项100%网上预审、70%项目全

程网办、其余30%只跑一次。便利店热餐、营

利性幼儿园、 医疗器械代加工企业、“一步准

营”药店等全市首证先后在此颁出。

今年初继续推出“新5条”：打造全区商务

楼宇、商业综合体等管理方的“住所云”，升级

餐饮图纸、现场核查“在线审”，将“汇商码”覆

盖主体延伸到商业综合体……“数字化”已融

入市场监管全生命周期， 成为提升治理能力

和水平的“新支点”。

为激发市场活力，徐汇区在全市首推餐饮

单位“线上审图”、视频审核现场服务。同时，

借由开放应用“汇商码”，集店铺注册许可、监

督检查、消费评价等于一体。如今“汇商码”已

从近万家街区小店拓展至城市商业综合体。

“九宫格”分类监管，零售药
房“五星管理”

面对辖区内数万家市场主体， 有限的监

管资源最大化、最高效，这考验着执法者的智

慧。徐汇区市场监管局专门实施差异化管理，

在事中监管方面尤其强调“分类”理念。譬如，

在全市率先开展餐饮单位“九宫格”分级分类

监管、零售药房“五星管理”。在实践中，根据

检查结果和风险类别， 分别实施不同频度的

监管，做到有的放矢、精准发力。

分类的概念，也移用到监管模式的创新。

针对“撸宠店”这一新业态可能出现的隐患和

问题，区市场监管局“量身定制”了《“宠物互

动体验馆”规范经营指引》，助力新兴行业健

康发展。针对培训机构监管这一新领域，建立

跨部门线索移送等机制、 对教育机构合法经

营开展指导、与教育局进行联合执法等。

今年4月，《反食品浪费法》 正式发布实

施， 区市场监管局第一时间在食品从业人员

网络培训平台“食安课堂”上线《反食品浪费

法》相关内容，督促食品药品行业自律自觉。

破圈整治手机行业“小病大
修”“无病损修”乱象

市场监管部门站在市场准入最前沿， 直

接面对广大企业。 徐汇区市场监管局局长俞

晓红表示： 市场监管部门必须打破自身 “知

识边界”， 破除固有圈层， 以宽容审慎的思

维重新审视新业态、 新模式， 来满足新业态

新需求。

比如， 会同法院、 检察院、 公安签订全

市首个区级知识产权保护 “行刑衔接” 四方

合作协议， 会同公安、 消保委大力整治手机

行业“小病大修” “无病损修” 乱象等。 推

动全市首创食品从业人员网络培训平台 “食

安课堂”， 组织商户、 物业等建立 “自管会”

“路管会” 等等。 加强社会参与方面， 成立

专家导师团、 市民巡访团、 社会志愿团参与

食品安全监管， 首创网络订餐 “食安封签”

在全市复制推广， 鼓励外卖小哥成为无证餐

饮举报志愿者， 建立全市首家 “永不落幕”

的线上食药科普站……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

市场监管 “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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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6月长三角地区主要领

导座谈会在浙江湖州举行以来，三

省一市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

大平台、重大项目，持续以一体化发

展带动高质量发展。“十四五” 开局

之年，长三角如何根据中央要求，率

先形成新发展格局？ 记者近日采访

了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主任、上

海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华源。

开局之年长三角经
济强劲复苏

一期项目全面达产———近日，

上海华虹集团在江苏无锡的集成电

路研发和制造基地迎来关键节点。

从签约、建设到竣工投产，华虹无锡

基地创造了同类项目建设的最快纪

录， 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生动

缩影。

“最近一年来，三省一市紧扣

‘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

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实现更合

理的分工， 凝聚更强大的合力，呈

现各项工作全面提速、各项任务全

面提质、各方主体全面参与的良好

局面。”华源表示。根据国家统计部

门核定的数字，今年一季度长三角

经济增长呈现强劲恢复态势，GDP

整体增长18.9%， 两年平均增长

6.1%， 占全国比重进一步提升至

24.6%，对全国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25.1%。

在华源看来，长三角经济复苏

态势好于全国，得益于一体化的深

入推进，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基

本建成。目前，长三角地区高铁运

营里程超6000公里， 覆盖区域内

90%以上的设区市。三省一市全面

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体系超前布局。三省一市已建成5G

基站超过18万个，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领域创新应用示

范项目近1000个。

区域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加快建立。《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

体建设发展规划》《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方案》相继出台。

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机制持续健全。41个城市实现医保“一

卡通”, 联网定点医疗机构8200余家。10个有轨道交通的城市

实现 “一码通行”。

此外，在区域能源安全供应、绿色生态建设、统一市场体

系等方面，长三角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科创联合攻关、数字化加快转型

深刻领会中央布局落子的战略意图， 着眼于构建新发展

格局，长三角在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

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从安徽合肥的全超导托卡马克到上海张江的上海光源，长

三角是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统计显

示，目前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已集聚重大科学装置22

个，科学仪器35551台（套），总价值超过431亿元。在此基础上，

三省一市统筹推进科创能力建设、联合开展重大科技攻关。

“2010年以来，长三角城市间的年专利转移数从不足千次

跃升到近2万次。2020年， 三省一市安排省市级财政科研资金

超过2亿元用于联合攻关，带动社会投入超过10亿元。”华源介

绍， 通过推动上海张江、 安徽合肥两大国家科学中心深化合

作，发挥大科学设施的重大平台作用，将为长三角勇当我国科

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提供有力支撑。

数字化是全球趋势，蕴藏着新的发展动能。贯彻落实中央

精神，长三角力争在数字化发展中走在前列。

“在经济、生活和治理领域，三省一市数字化转型的步伐

不断加快。”华源说，百姓受益最多、感受最深的是长三角政务

服务“一网通办”项目。如今在长三角，116项政务服务事项可

以跨省通办，身份证、驾驶证等30类电子证照实现互认应用。

便利背后，离不开数据的跨省交换和共享。

在中央有关部门支持下， 上海会同苏浙皖共建长三角数

据共享交换平台， 累计交换各类数据1.61亿条， 为全国范围

“跨省通办”提供了经验和样本。

推动国家重大战略在长三角系统集成

今年2月底，《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 获批，纵

贯南北、通江达海的“大虹桥”揭开面纱。这是继上海自贸区临

港新片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之后，又一个落

地长三角的国家重大战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战略在长三角落地、叠加、集成。

长三角正在成为重大战略落地落实和改革全面发力、 多点突

破、纵深推进的重要平台。”华源深有感触地说。

摊开长三角的地图，可以看到，覆盖沪苏浙、呈“一核两

带”布局的“大虹桥”，犹如一张蓄势待发的“弯弓”。“箭尾”是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箭镞”是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三个

重点区域呈现东西两翼齐飞、对内对外兼具的布局，共同推动

长三角更高质量发展。

华源表示， 当前三省一市正在积极编制和落实长三角新

一轮三年行动计划，聚焦“引领国内大循环核心引擎、链接国

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枢纽”这个定位，努力形成经济活跃强劲、

创新能力跃升、营商环境优良、要素流动畅通、绿色美丽宜居、

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的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新华社记者 何欣荣 胡洁菲 （据新华社上海5月24日电）

■本报记者 王嘉旖

荨受灾房屋内景。

茛“凡人”徐兴法。

均周俊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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