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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温度:最低29℃ 最高36℃ 东南风3-4级
明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 温度:最低29℃ 最高39℃ 南到东南风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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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记者
胡喆）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8月20日，长征二号丁运载

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遥

感三十五号04组卫星。这标志着中

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实现连续103次

发射成功。

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火箭和卫星

均由航天科技集团研制。从1996年

10月20日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

发射第17颗返回式卫星，至2011年8

月6日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海洋二号卫星，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连

续102次发射成功，历时15年。然而，

航天事业的高风险特质意味着风险与

挑战时刻存在，随后的几次发射失利

为航天人敲响了警钟。为此，航天全

线认真开展全面质量复核复查、举一

反三，全力守牢生产质量底线、红线。

经过不懈努力，自2020年5月5

日至今，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创下了

103次新的连胜纪录，而完成这一纪

录仅历时2年3个月。
▼ 下转第六版

2年3个月将200多个航天器送入太空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103连胜创纪录

本报讯 （记者周渊）临港
新片区迎来揭牌成立3周年。

在昨天举行的市政府新闻发

布会上，《关于支持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

区加快建设独立综合性节点滨

海城市的若干政策措施》正式

发布，推动临港新片区在新起

点迈出新步伐，再上新台阶。

本次发布的《若干政策措

施》围绕临港新片区“产”“城”

“人”协调发展、加快建设独立

综合性节点滨海城市的目标，

聚焦强化产业支撑、强化城市

功能基础、强化政策保障3个

方面提出23条任务举措。

据悉，临港新片区成立以

来，上海先后两次出台市级支

持政策文件，即《关于促进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

港新片区高质量发展实施特

殊支持政策的若干意见》和

《关于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自主发

展自主改革自主创新的若干

意见》。本次发布《若干政策

措施》，主要目的是以解决新

片区重大项目建设和改革创

新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政策痛

点堵点问题为导向，赋予新片

区更多改革自主权和先行先

试任务，在市级事权范围内最

大力度支持新片区深化差异

化制度探索，助力新片区更好

成为全市发展的“增长极”和

“动力源”。

为进一步提升创新型产

业发展水平，《若干政策措施》

提出5项支持政策，包括提升

高端制造业能级，加强国际

氢能谷、东方芯港、生命蓝

湾、动力之源等重点园区建

设；建设滴水湖AI创新港，培

养AI创新生态；深化国际数

据港建设，探索建设国家数

据跨境流动试验示范区；加

快新兴服务业发展，拓展服

务贸易、跨境电商、保税维修

等新业态新模式；支持更多

优质科技创新资源和功能平

台布局新片区，推动一批科

研院所、高校研究院、产学研

转化平台、保税研发中心布

局新片区。

在进一步完善独立综合

性城市功能体系方面，《若干

政策措施》提出8项支持政策，

包括打造便捷高效的综合交

通体系，加快建设临港集疏运

中心、市域铁路南汇支线，加

快启动建设小洋山北侧作业

区相关工程、大芦线东延伸等

项目。推进教育资源优质均

衡发展，打造上海产教融合示

范区；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支持引进上海优质中医资

源建设三级中医医院；打造大

都市旅游目的地，支持新片区

承办国际、国内文化节展和顶

级赛事活动。此外，还将完善

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基础设

施，推动航空产业配套项目规划建设；建设临港数字化转型示

范区，建设融合生长的未来数字孪生城；打造具有示范效应的

低碳城市，建设临港风光气储示范区；加强韧性城市建设水

平，完善应急管理体系。 ▼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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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现“三年大变样”承诺

呈现生机勃勃新临港

沪上多部门公布最新举措

最大力度支持新片区
深化差异化制度探索

 均刊第二版

昨天上午，位于黄浦江畔的世界会客

厅，年龄跨度从18岁到73岁的17位“科学

之星”从红毯上款步走过。他们中有专家院

士、大国工匠、企业家、少年创客，今年还出

现了科普明星的身影。2022年上海科技节

由此拉开序幕。

2015年至今，“科学家走红毯”已成为

上海科技节的品牌节目。红毯那头像明星

一样款款走来的科学家，正是上海这座创新

之城崇尚科学、尊重人才的最好诠释。

“一家两代三位科学家”
传承科学好家风

首先走上红毯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唐勇。他一

直记得导师、著名有机化学家黄耀曾院士常

讲的一句话：“做科研，心里要装有三个口

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人才培养。我们

要努力把三个口袋都装满。”

能够代表科研人员走红毯，唐勇很高

兴。但他表示，科研人员走下花团锦簇的红毯

后，也要耐得住科研的“寂寞长跑”，基础研究、

成果转化是一条极具挑战且充满风险的路，

要么成功，要么失败，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

红毯上，“一家两代三位科学家”的组合

足够吸睛。父亲曾溢滔是中国工程院首批

院士，是新中国医学遗传领域的缔造者、我

国基因诊断领域及胚胎工程技术的奠基人

和开拓者，在遗传病防治和动物生物反应器

制药方面成果卓著。 ▼ 下转第三版

专家院士、大国工匠等亮相，今年还出现了科普明星的身影

浦江之畔，17位“科学之星”走上科技节红毯

本报讯 以“走进科技，你我同行”为主

题的2022年上海科技节昨天在位于北外滩

的世界会客厅正式拉开帷幕。市委书记李

强，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与全市科技工作

者和青少年代表一起出席启动仪式，共同见

证2022年上海科技节精彩开幕。中国科学

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

汪品先与“明日科技之星”一等奖选手孙嘉

遥、胡程皓共同启动2022年上海科技节。

市领导诸葛宇杰、吴清、郑钢淼、刘多、

钱锋出席开幕式。

全市各领域科技工作者代表以及在沪

外国专家代表等亮相科学红毯秀。上海科

技节开场秀《追光》通过鼓点与光影的交互，

将上海光源等大科学设施、上海天文馆等重

点科普场馆以及近年来的上海重大科技成

果作了集中呈现。2022年上海科技节宣传

片中，闻玉梅、唐勇、赵东元、范先群、蒋昌俊

等院士和有关领域科学家代表结合自身科

研实践，讲述对科学的认识、对创新的执着

以及对培养青年一代的使命责任。上海科

普巡礼片和科普主题表演展现了社会各方

参与科普实践、创新科普教育、推动科普资

源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并推出10条科普

旅游线路。

于8月20日至26日举办的2022年上海

科技节，将打造全方位展示科技创新力量的

城市科技活动，集中展现上海建设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最新成果，由开

幕、惠民、论坛、赛事、科艺、青少年、视听、企

业、联动、闭幕等板块组成，将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推出科普集市、科普赛事、论坛讲

座、实验室开放、科普基地开放、科普作品展

映等活动1100余项，并充分利用互联网、新

媒体等渠道方式吸引更多市民参与。首次

举办上海科技传播大会，邀请诺贝尔奖得主

和中外院士、科技传播人士、科普明星等参

会，围绕“创新 ·传播 ·融合”主题，就科技传

播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经验交流和思想

碰撞。

李强龚正与全市科技工作者和青少年代表一起出席启动仪式

打造全方位展示科创力量的城市科技活动，展现上海建设科创中心最新成果

走进科技，你我同行！上海科技节开幕

■本报记者 沈湫莎 许琦敏

融汇中西文化，建设“海派科普城市”

曾溢滔院士“一家两代三位科学家”共同走上红毯。

今年上海科技节首设科技传播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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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电子信息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昨天在沪签署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市委书记李强会见中国电子董事长

芮晓武、总经理曾毅一行。市委副书记、市长

龚正出席签约仪式。

李强对中国电子长期以来为上海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当前，我

们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

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部

署要求，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中国电子在事关未来发

展的前沿性领域进行了前瞻布局，希望双方进

一步拓展合作空间，加大合作力度，实现发展

共赢。要围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更好发挥各

自优势，携手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维护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欢迎中国电子扩大在沪业务布

局，把更多总部功能、创新项目放在上海，支持

参与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上海将持续打造

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创造更好条件、提供更优

服务，助力企业在沪实现更大更好发展。

芮晓武感谢上海长期以来给予中国电子

的支持帮助。他说，中国电子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坚定实施“坚底强链”发展战略，

加快打造国家网信产业核心力量和组织平

台。将着力发挥产业和科创优势，进一步加强

与上海在先导产业等重点领域的合作力度与

广度，共同助力保链稳链、提质升级，为服务国

家战略作出更大贡献。

市委常委、副市长张为与曾毅代表双方签

约。市委常委、临港新片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陈金山参加相关活动。

根据协议，双方将秉持平等合作、优势互

补、互利共赢、立足长远的合作精神，在集成电

路、汽车电子、数字上海、人工智能、金融科技、

国际贸易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为上海

建设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世界级产业集群，打

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提供强有

力支撑。

签约仪式上，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管委会还分别与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上

海浦东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

录。三方将通过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临港新片

区成为集成电路和人工智能产业新高地。

会见芮晓武曾毅一行，龚正出席双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

李强：欢迎中国电子扩大在沪业务布局，把更多总部功能创新项目放在上海

携手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临港新片区成立那一年，正好也是

我的职业生涯起点。”从上海海事大学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的何玉梅，

2019年一毕业就选择留在临港，目前，她

就职于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

在临港求学、就业、扎根，与“未来

之城”共成长，和她作出同样选择的青

年学子还有很多。2019年8月20日，中

国（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开启

了崭新画卷。上海海事大学作为首批

入驻临港的高校之一，积极服务国家战

略和行业发展需求，主动融入临港新片

区建设。三年来，众多在这里求学的青

年学子，毕业后选择扎根临港，为这座

“未来之城”贡献青春力量。

在大学期间，何玉梅就常听老师讲

起临港新片区在人工智能等高新产业

的国家规划和战略。“这让我对临港的

未来发展很感兴趣，也奠定了我后来留

在临港的基础。”作为临港新片区第一

批年轻的建设力量，何玉梅从不后悔

“留下来”。回忆这三年来的工作经历，

她不无感慨地说，三年前，这里的工作

环境还很简陋，“办公、用餐都在相对简

陋的蓝色铁皮房里”。但她内心坚定地

看好临港。新片区对集成电路行业的

发展有很多规划，且在这三年中，集成

电路行业快速发展。如今，不仅何玉梅

所在企业的办公环境条件有了大幅提

升，近期，她个人也考虑在临港买房安

家，对接下来的生活作更多规划。

亲身见证、参与临港新片区的变

化，更多年轻的高校毕业生选择留在

临港。徐玲是上海海事大学2021届法

律硕士毕业生。“2018年，我乘坐16号

线和1043路公交来到临港，踏上了研

究生的求学之路。可能是机缘巧合，

2021年初，我作为最早的一批实习生，

来到上海临港新片区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党政办公室实习。”她回忆，

刚来这里时，觉得临港像一个“世外桃

源”，清新的空气和自然环境令人耳目

一新。过去三年，随着临港新片区的

发展，宽阔的马路上开始塔吊林立，办

公楼里灯火通明。
▼ 下转第六版

亲身见证和参与新片区的变化，坚定看好这片年轻且吸引力十足的热土

在临港求学就业扎根，青年学子与“未来之城”共成长
■本报记者 储舒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