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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进出口规模逐季抬升、有进出

口实绩的外贸主体数量创历史新高、

“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首破万亿元大

关……海关总署12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2023年，面对外部需求低迷等多重风

险挑战，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1.76

万亿元，同比增长0.2%，交出一份规模稳

中有增、质量优中有升的“成绩单”。

顶住压力，稳住外贸基本盘

纵观2023年外贸运行情况，从一

季度的9.69万亿元，到二、三、四季度规

模均在10万亿元以上，我国进出口规

模逐季抬升。其中，四季度向好态势明

显：3个月的同比增速分别为 0.8%、

1.3%、2.8%，12月份进出口达到3.81万

亿元，月度规模创历史新高。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浚表示，总的

看来，我国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

难，货物贸易进出口好于预期、实现了

促稳提质目标，有望连续7年保持全球

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 下转第三版

    年我国进出口总值  .  万亿元

规模稳中有增 质量优中有升

本报讯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

天在参加徐汇区委常委会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

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持续

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积极担

当作为，更好服务大局，努力打造

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长极、国际

文化大都市建设的高地、人民城

市建设的样板。

会上，徐汇区委书记曹立强

通报区委常委会2022年度民主

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和主

题教育检视整改情况，并代表区

委常委会作了对照检查。各位

区委常委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

逐一作了对照检查，开展批评和

自我批评。

陈吉宁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

后指出，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贯

彻中央精神和市委要求，达到了

预期效果。去年以来，徐汇区把

开展主题教育和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紧密结合，“学研查改立”一体

推进，解决了一批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做到了两手抓、两手硬、两

促进。要进一步把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

来，自觉加强思想学习，坚定强化政治建设，在学习中提升政治

能力、增强大局观、树牢正确政绩观，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胸怀“国之大者”，坚持“四个放在”，聚焦建设“五个中心”重

要使命找准突破口着力点，坚定不移走转型发展之路，加快提升

城市功能，充分彰显发展高度、民生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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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勇于开拓、积极
作为，全力做好徐汇区高
质量发展的大文章，为全
市大局作出更大贡献，在
全市发展中形成更多特色
亮点。持续做大做强人工
智能“模速空间”，厚植产
业发展生态，加快培育世
界一流企业，努力打造产
业“核爆点”

■ 在文化发展中更加
凸显“红色”这个主色调，
坚持守正创新，更好彰显
海派文化的主体性，大力
提高城区发展的文化含量
和影响力，培育一批标杆
性的文化企业，打磨一批
具有显示度美誉度的本土
文化品牌，不断提升文化
软实力

■ 认真践行人民城市
理念，不断提升城市精细
化管理水平

以大学为名的“上大路”，一街之隔曾是

泾渭分明的两种场景。一侧是学术氛围浓

厚的上海大学，实验室里灯火通明；另一侧

是生活氛围浓郁的社区，收拢了各类饭店、

宾馆以及快递驿站。社区商业便利了生活，

可缺乏统一规制导致业态混杂。

随着环上大科创街区近日落成，商业街

区告别腻人的油烟，焕新升级为芈城T3科

创街，两侧的场景将迎来更多互动交集。

“T3”之名有两重含义，既寓意科学普及、科

技创新、科创教育“三位一体”；也可视为“科

创航站楼”，更多创新企业将在此启航，走向

更广阔的市场。

生产生活相融，芈城T3科创街是环上

大科创街区建设中的生动缩影。作为全市

首个试点建设的科创街区，其由市科协与宝

山区共建，范围囊括西起真陈路、北至锦秋

路约5平方公里。为更好推动科创街区发

展，三年行动方案同步官宣，并明确：力争到

2025年，创新产业空间达40万平方米、科技

企业达1500家、概念验证中心3个、高质量

孵化器2个、创新平台10个，新增高校成果

转化项目50项。

“三区联动”激活全链条创新

曾有人困惑，科创街区多以小尺度推

进，5平方公里会否导致创新分散？对此，

相关负责人认为，创新不应局限于大学周边

的1平方公里，以芈城T3科创街的建设为

契机，创新涟漪将层层扩散至周边产业园

区、楼宇载体，在更大范围内撬动区域发展

新动能。

目前，环上大科创街区成员囊括上海大

学、上大附中、环上大科技园等校区，芈城

T3科创街、上海国际研发总部、海创汇加速

器、尊木汇等园区楼宇，还有社区、科普场馆

等，能实现全过程、全链条创新。

在充分调研，并汲取周边学校、社区的

意见后，新启用的芈城T3科创街被划分为

北街、南街。紧邻大学的北街，置入概念验

证中心等科创服务功能；而更靠近居民区的

南街，承载轻餐饮等社区服务功能。

差异定位的背后，是规划者对校区、园

区、社区“三区联动”的深度理解。“规划时要

理顺身处不同人群的需求和关系。”芈城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喻桂明介绍，其在南

街规划了可容纳近百人的内广场，既能成为

科创路演场地，也能化身艺术活动场域。与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达成合作后，墙壁涂

鸦、公共雕塑等艺术元素也将注入科创街

区，形成新的互动链接。

而对于主打科创功能的北街，运营方

在扎实调研的基础上，规划了概念验证中

心、“科创门诊”等创新主体最迫切需要的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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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首个试点建设的科创街区——环上大科创街区营造更多创新互动

“T3”落成助更多创新企业起飞
■本报记者 王嘉旖

本报讯 近日，按照市委统一部

署，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参加松江

区委常委会班子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

活会。龚正指出，要把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作为

全部工作的鲜明主题，按照市委、市

政府的部署安排，紧紧围绕建设“五

个中心”重要使命，抓牢高质量发展

这个首要任务，奋力推动“科创、人

文、生态”现代化新松江建设攻坚突

破、再创佳绩，为上海加快建成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上，松江区委书记程向民通报

主题教育调查研究、整治整改问题清

单销号情况，并代表区常委会班子作

对照检查。各位班子成员逐一进行个

人对照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龚正指出，这次民主生活会开得

质量比较高，大家会前做了认真的准

备，深入学习研讨，开展谈心谈话，

会上进一步交流了思想，明确了方

向，总体上达到了预期目的。希望松

江区委班子贯彻中央精神，按照市委

要求，把抓好问题整改作为加强班子

自身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措

施，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龚正指出，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入心见行、善思善用，以更大的自觉

锻炼忠诚品格，以更高的站位担当使

命任务，以更强的紧迫感提升能力本

领。松江是上海高端制造业的主阵地

和科创中心的重要承载区，要以这次

专题民主生活会为新的起点，奋力推

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要持续用力

稳增长，继续发挥G60科创走廊等重

点区域引领作用，加快培育一批新的

增长点和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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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巨大的车轮悬在空中，滚滚向前，循

环往复。随着京腔京味儿的旋律响起，十多

个奔跑的车夫跑成一条直线，烟尘雾霭中的

众生相展现在观众面前……前昨两晚，上海

东方艺术中心开年大戏话剧《骆驼祥子》在东

方歌剧厅上演。这部改编自老舍同名小说的

舞台作品，两场演出门票均在开演前售罄。

2024年伊始，沪上大小剧场迎来了一

批各具看点的舞台剧。有的脱胎于经典文

本、有的则是热门电影的再度创作，配以明

星阵容或是方言表达，为申城新年开局的话

剧市场聚拢更多人文气息与观演人气。

“老舍专业户”让三个祥子
同台对话

《骆驼祥子》导演方旭有着“老舍专业

户”的称号，从第一次改编小说《我这一辈

子》开始，他陆续执导了《猫城记》《老李对爱

的幻想》《牛天赐》《老舍赶集》《二马》等多部

由老舍小说改编而来的话剧作品。

在《骆驼祥子》的改编过程中，方旭希望

能用新的舞台呈现方式和现代戏剧的技巧，

让这部文学经典在当下的舞台上“返老还

童”。因此，观众看到了青年、中年和老年三

个祥子同台表演，采用跨时空对话的方式，

演绎了小人物从血气方刚、充满希望，到理

想破灭、深陷绝望，最后自甘堕落、麻木不仁

的人生轨迹。该剧还将西方戏剧中常见的

歌队形式巧妙地转化为“众车夫”的形象，也

借助车夫们的嘴，在舞台上描绘出了一个在

众人口中的祥子形象。

在《牛天赐》和《二马》中，方旭都大胆地

采用了“全男班”演员阵容。在《骆驼祥子》

里，他沿用了这一创作思路，让剧中角色全

部由男性演员来扮演。无需暗场、转场，无

需上下台，只见演员把服装一撕，在几秒钟

的时间内，在观众的注视下完成现场变装，

迅速从“车夫”的形象转换为其他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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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城舞台开年好戏不断，《骆驼祥子》《雷雨》《肖申克的救赎》等相继登陆

经典文本聚拢沪上话剧观演人气
■本报记者 王筱丽

申城话剧舞台开年好戏不断，多部由经典IP改编、拥有明星阵容的作品为观众带来

精神和视觉的多重享受。图为方言话剧《雷雨》剧照。 （演出方供图）

新年伊始，上海杉达学院、上海城建职业

学院、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院校出

现了劳模的身影。王连云、史金虎、吴海中、

余英等多位沪上退休劳模到校征集大家对劳

模进校园活动的建议。“劳模与学生结对，有

没有可能在学生毕业后持续跟进？”“除了请

进来，能不能让劳模带学生去更多实践基地

看看？”这些基层学校的需求，让劳模们开启

了新一轮头脑风暴。

在上海，越来越多的退休劳模化身“成

长导师”深入中小学、中高职校，以自身奋

斗经历为不同年龄段学生的成长树立人生

榜样。仅2023年，在市总工会、市教育系

统关工委等关心支持下，本市组织了各

类劳模进校园活动近百次，惠及学生15万

人次。

在这群劳模的召集人王连云看来，劳模

进校园关心下一代，不能只是简单地“单向

输出”，让劳模给学生上堂课，而是应该根据

学校和学生的实际需求，为他们提供更有针

对性的科学指导。“我们正根据各行各业劳

模工匠的实际情况，设计一份‘菜单’，将劳

模课程资源根据行业细分，为更多有需求的

学校实现‘点单定制’。”王连云说。

结对“下一代”，传递“行行出
状元”的自信

在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全国劳模王连云

是不少学生的“忘年交”。三年前，随着王连

云劳模工作室在该校成立，他先后组织了百

名劳模走进校园，与学生谈学习、谈生活、谈

理想。通过这样的结对，不少劳模渐渐成了

学生的知心朋友。

上海市先进工作者、原上海航天技术研

究院长征四号乙/丙系列运载火箭总指挥翁

伟樑最近收到了一名结对学生的“求助”。这

名学生毕业在即，在求职方面遇到不少困

难。“我把她和其他同学一起约到咖啡厅，当

面聊了聊。”翁伟樑感觉，部分职校学生以及

他们的家长存在自卑心理，尤其在面临一些

人生重大选择时，往往不够自信。“我和同学

们坐在一起聊天，讲述自己的经历，希望帮助

他们坚定‘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自信

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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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向输出到点单定制，上海“劳模进校园”更新迭代

劳模课程“燃起”学子建功立业拼搏劲

■本报记者 王星

 环上大科创街区

范围囊括西起真陈路、北

至锦秋路约5平方公里。

本报记者 周俊超摄
▼ 商业街区告别腻

人的油烟，焕新升级为芈

城T3科创街。

（采访对象供图）
制图：张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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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奉贤优化人才新城购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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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年底将累计创建停车资源优化项目   个

明年基本实现智慧道路停车场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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