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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智能化、电动化是汽车发展的大势

所趋，线控制动系统则是构成汽车智能底盘

的关键技术之一。作为该领域国内市场份额

第一的自主品牌，上海同驭汽车科技有限公

司开发的产品已应用于80多家企业的100多

款车型上。这家成立仅8年的大学生创业企

业是如何做到的？

身为同济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首批重点孵

化企业，同驭汽车联手同济大学，解决了线

控制动的自主构型、液压力动态控制算法、

制动能量回收等一系列高难度技术问题，成

为国内率先实现线控制动系统量产的企业，

打破了我国汽车智能底盘核心零部件长期依

赖进口的被动局面，助力“汽车大国”走向“汽

车强国”。

8年时间迭代8代产品的背后，是校企

“同题共答”释放出的“加速度”。日前，同驭

汽车与同济大学合作完成的“集成电子驻车

的线控电子液压制动系统研发与产业化”项

目，获得2023年度上海产学研合作优秀项目

奖二等奖。

“三大利好”齐备，大学生逐
梦智能汽车

同驭汽车的故事要从创始人舒强考入同

济大学汽车学院说起。这里承担了我国第一

个汽车领域的国家973计划项目，诞生了我

国第一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燃料电池轿车

“超越一号”，也走出了大批汽车产业人才。

2012年开始，舒强跟随导师研究线控制

动。就像10年前智能手机取代功能手机一

样，他预感汽车行业即将发生一场重大变

革。拥有上百年历史的机械化汽车底盘，到

了不得不数字化的阶段。

然而，造车是一个极其看重资历、资源和

资金的行业。2014年，舒强有过一次创业经

历，这场短暂的“追梦”以失败而告终。很快，

机会又来了。2015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正式施行，其中“鼓

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与企业相结合，联

合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的提法，让当时仍在读

书但有强烈创业冲动的舒强为之振奋。

“次年，我们就向学校打报告表示，线控

底盘技术非常有前景，眼下是科研成果产业

化的好时机，并表达了创业意愿。”他说。

在产业技术变革、政策号召鼓励、学校和

导师支持“三大利好”下，2016年，正在读研

究生二年级的舒强与两位导师一同创立同驭

汽车，专注智能线控底盘关键技术的研发和

产业化。

成立联合实验室，产学研协
同不断“进化”

“企业出题，高校答题”是产学研合作的

经典模式。把自己的两位导师——国家973

计划首席科学家余卓平教授和同济大学汽车

学院副院长熊璐教授拉入创始人团队，舒强

顺理成章地采用了这一模式。

随着公司的高速发展，产学研协同创新

的模式、机制也在不断“进化”。3年前，同驭

汽车从市场嗅得商机，准备将驻车制动和行

车制动两个系统整合为一个产品，但在攻克

“驻车力矩”问题上遇到了困难。攻克这一难

题需要大量且精确的数据，企业无法通过实

车试验等方式去获取，而同济大学汽车学院

恰恰拥有大量相关数据。

2021年，同驭汽车投入100万元，与同济

大学汽车学院成立“智能汽车线控底盘联合

实验室”，双方设立共同课题集中攻关，此次

获奖的“集成电子驻车的线控电子液压制动

系统”就是双方“共同出题、共同答题”的结

果。在“同题共答”的紧密合作中，同驭汽车

团队设计了一种全新系统构型，同济大学研

发团队则负责整体架构及功能设计，并完成

了近百次软件算法优化及实车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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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成立仅8年的大学生创业企业是如何做到的

校企“同题共答”，8年迭代摆脱进口依赖
产学研协同创新启示录③

小区里露天健身区加装照明

设施，有居民想要光线柔和的灯

带，有居民想要自动感应的灯柱，

有居民觉得光照不够，紧挨着健

身区的居民又怕光污染……装灯

照明一件事，却因小区情况不同、

居民需求不同，延展出无数个案，

无法批量解决。

社区一根针，千头万绪都得

穿进一个针孔里。有时解决一个

看似简单的问题，却需要解开一

个个结，理顺“毛线团”。要“啃硬

骨头”，更得花巧劲。

黄浦区淮海中路街道，伴随

着城市更新推进，辖区范围内有

多个旧改地块启动搬离及改造

建设，社区形态面貌、人员构成、

流动要素发生剧烈变化。“变动

期、阵痛期，更需要释放城区治理

的巧劲，更好回应各类人群诉求，

兜牢兜稳基本盘，干多一些，让

居民对于满意的感受度更高一

些。”淮海中路街道党工委书记

陆晓钧这样理解。

结合主题教育“四百”大走

访，社区干部跳脱出现有工作框

架及资源，通过搭建平台导入更

多元力量，促成治理共同体，分门

别类、因地制宜地回应个性化诉

求，更注重从解决一个个问题的

过程中，推动凝练管用好用的机

制，以“单点突破”促成“整体解

决”，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善用巧劲，装一条灯带

“这里二元结构依然存在，一

些历史保护建筑周边的基础设施

较薄弱，住在里面的居民年纪都

大了，他们的社交空间和方式都

比较有限。”“四百”大走访过程

中，社区干部们听到了关于增设

健身区域照明的需求。“吃好饭来

健身区域动一动、消消食、嘎讪

胡，本来挺满意的，冬天天黑得

早，没有光照，基本晚饭后就没人

来了，有点小遗憾。”有居民表示。

经过社区干部逐一排查，淮

海中路街道有19处市民益智健

身苑，目前仅2处安装了照明设

施，12处健身苑的周边居民对灯

光有需求。放眼全市，体育设施

照明设备安装是否有规定可循？

街道工作人员查阅资料后发

现，社区市民健身中心、市民多功

能运动场、市民健身步道等2022

版建设导则中，对场地灯光照明

进行了明确规定，唯独益智健身

苑点建设导则中有缺失。“装个灯

有啥难？”尽管没有具体规则指

导，起初大家并未将其视作一桩

难事。

淡水路91弄孝和居民区健身苑作为首个试点很快启动改

造，然而“意料不到”接踵而至：居民提出新要求，灯光不能直射

窗户，光照亮度要适宜等等；具体建设中，难题也不少，由于装灯

属于公共区域建设，负责施工的主体、路面开挖的费用、今后用

灯的管理等，均需明确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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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黄杨木雕有了新传人
徐汇区长桥街道在保护传承中

全力推进非遗“活”起来“火”起来
 刊第二版

开业半个月，项目总客流超过160万人次，总销

售额1.4亿元……最近，位于普陀区真如镇街道的中

海环宇城MAX迎来“开门红”。开业活动期间，不论

是美食节带来的饕餮盛宴，还是天台音乐节和戏剧

巡游表演营造出的欢乐热烈氛围，都给前来打卡的

市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曾是上海中心城区最大“城中村”的普陀区红旗

村，已变身成为集多种城市功能于一体的“真如境”综

合体：地上是约6万平方米的城市绿廊公园，地下是客

流如梭的山姆会员店；6栋商务办公楼相继开业运营，

可容纳近3万人办公；中海环宇城MAX开业后成为当

地居民休闲娱乐消费的新场所；集演出、互动、策展、戏

剧培训等业态于一体的现代时尚体验空间——真如

海心剧院，将为周边居民提供高品质文化服务……

然而，如果将时间倒回，项目所在的红旗村曾经

是上海中心城区规模最大、问题最多、最具典型意义

的“城中村”。短短几年，经过各方努力，原红旗村地

块的城市界面不仅焕然一新，更让老百姓获得了真

正的实惠。

全新的红旗村地块从完善基础建设、优化生态

环境、夯实交通基础、擘画卓越蓝图4个方面进行建

设。该地块内，220千伏超高压架空线改线工程最

大限度集约节约利用土地；新建市政道路约2100

米，南北大动脉顺利贯通；道路下方建有城市管廊试

点区段，总长约2085米。真如港综合治理将10米宽

臭水浜变身为30米宽景观河道；新建11.3万平方米

真如绿廊生态公园。

改造过程中，红旗村一棵500多岁的古银杏树

“阻挡”了原规划设计路线。“为了让古银杏树获得充分

日照，我们让建筑后退了30米，为树木预留了生长空

间，而其他的留白空间则设计了银杏广场，叠加景观桥

和真如港水系，形成了商场的别致一景。”环宇城相关

负责人介绍，秋冬时节适合观赏银杏，这一区域也成了

周边市民的公共活动打卡点之一。

而在红旗村的周边，上海数字化转型示范区正在

崛起，目前数字经济产业蓬勃发展，一大批互联网头部

企业在此“相会”，其溢出效应正惠及“真如境”，逐步改

变着长三角的数字经济生态。

今年，普陀区将把城市更新作为推进下一阶段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不断探索、积累经验、改革创

新，统筹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区

域更新与零星更新的关系、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 下转第三版

中海环宇城   开业半个月总客流逾   万人次、总销售额 .4亿元

昔日最大“城中村”蝶变“真如境”新地标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为更好发

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功能作用，国

务院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意见》指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和完善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按照深化预算管

理制度改革以及健全管资本为主的国有

资产监管体制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制度，切实发挥对宏

观经济运行、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重要

调控作用。

《意见》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推动

全面覆盖、支持企业发展、体现全民共

享、优化布局结构、提升预算绩效，到“十

四五”末，基本形成全面完整、结构优化、

运行顺畅、保障有力的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制度。《意见》围绕任务目标，明确了3

方面重点改革措施。一是完善国有资本

收益上交机制。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覆盖范围，健全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独

资公司收益上交机制，优化国有控股、参

股企业国有股收益上交机制。

▼ 下转第三版

国务院印发《意见》

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曾是上海中心城区最大“城中村”的普陀区红旗村，已变身成为集多种城市功能于一

体的“真如境”综合体。 本报记者 张伊辰 通讯员 侯欢如摄

一部《繁花》，让上海土壤里生长出来

的上海话，响彻荧屏内外。连日来，根据金

宇澄长篇小说《繁花》改编、王家卫执导的

同名电视剧热度持续上涨。这部上海原

创、上海制作、上海出品的电视剧，几乎全

上海演员班底用沪语来演绎故事、塑造角

色，上海声音“响了”。

刷屏的多条剧评视频下，沪上网友纷

纷留言：“上海话真的很上头！”“最近感觉

活在剧中，这是上海话的高光时刻！”天南

海北的观众们也首选听沪语版，评论区里

类似互动并不少见——“北京那边也喜欢

看啊？”“喜欢，都开始跟着《繁花》学上海

话了……”

方言本身是文脉，是腔调，也是情感寄

托。从上海话这座宝藏中深度采掘后，沪

语版《繁花》有弄堂市井饮食男女的嘈嘈切

切，有商战交锋三言两语的刀光剑影，有车

水马龙滚滚红尘的呢喃告白……沪语的细

密、筋道、节奏，嵌入传奇与俗世，交织出独

树一帜的海派风情，传递了这座城市的鲜

明气质与多元魅力。

“规则在普通话里，感情在
沪语里”

黄河路上风起云涌，弄潮儿女眉飞色

舞或“不响”，都有恰如其分的光彩。敢拼

敢闯、至真至诚的奋斗群像，每个小人物的

命运齿轮转动处，都少不了一声声沪语。

无论是汪小姐喊出“我是我自己的码

头”，玲子脆言脆语“今天这门一开，是好是

坏，大家都没回头路了”，或是爷叔意味深

长的“辰光决定一切”，城与人的互动中终

究透着鲜活的斑斓底色。

“对不少上海人来说，母语时隔多年又

在电视剧荧屏上‘大展宏图’，是有点欣喜

若狂。”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丁迪蒙在接

受采访时谈到，地方语言是地域文化的根

脉，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沪语里有幽默的、

传神的、让人会心一笑的内涵。这欣喜背

后曾经是丝丝隐忧，“如果不加以传承推

广，沪语的衰亡并不是危言耸听”。

正在追剧的作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毛尖直言“更喜欢沪语版”——“规则在普

通话里，感情在沪语里，那些不消与人说的

部分，在沪语里。”“沪语版保留了上海话的

快速、机智和心机，许多话只有‘老上海’才

能明了。”评论家胡宇锦注意到，剧中人物

在上海话里夹杂了普通话和其他方言，“这是

符合真实生活的，也体现了上海人的兼容友

好和善解人意。”

演员说得过瘾，演得酣畅。唐嫣直言“很

快进入状况，完全就在里面生活起来了”，陈

龙笑称“跌到米缸里了”……“新上海话是在

上海进入繁华商业时代繁荣起来的，沪语中

积累了大量丰富俗语和表达方式，家乡话表

演家乡事，传神反映了上海文化特征，毕竟方

言里流露一种自然说出的神味。”沪语研究专

家钱乃荣告诉记者，剧中朝气蓬勃、生龙活虎

的欢腾景象，涌动着上海处处喷发的巨大建

设热情与智慧，呼应了开头爷叔道出的“时间

就是生命”。

“从烂泥路走到南京路，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创出自己的品牌。”受强大活跃的现代

商业影响，上海话也发展得很现代。比如爷

叔斩钉截铁地说：“一百年来南京路个百货

公司霓虹灯里，永远挂着一条标语，顾客永

远是对的，因为路是人走出来的。有人再有

路，搿个是属于南京路个信仰。”在钱乃荣看

来，上海话里的商业品格，体现了海派商业

文明风貌。

▼ 下转第三版

上海演员讲上海话演上海故事，久违的上海声音交织出城市气质性情

《繁花》热播，沪语“响了”！

▲长篇小说《繁花》

单行本面世十年来累计

销量破百万册。

（出版方供图）
 电视剧《繁花》片

场演员合影。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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