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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11月2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
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并对秘鲁、巴西的国事访问

后乘专机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在卡萨布兰卡技术经停后离开时，摩洛哥首相阿赫努什等到机场送行。

结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并对秘鲁、巴西国事访问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回到北京

习近平主席拉美之行期间，一个时

间被反复提及：“10年”。

比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

会议10周年之际，中国再度获得APEC

会议主办权；

比如，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过10

年，中国与拉美地区最大国家巴西宣布

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

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再比如，在一系列双边会见中所

提及的，中国与德国建立全方位战略

伙伴关系10周年，中国与澳大利亚、中

国与阿根廷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

周年。

一个个“10年”，连起一幅幅大国

外交的成长画面，也指向一个特殊的

年份——2014年。正是那一年11月，

乘新时代元首外交高潮迭起、精彩纷

呈之势，“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正式

提出。

▼ 下转第三版

中拉关系之变，在百年时间之维上折射的是
中国从世界舞台边缘日益走近中央的位移

时间观里的大国外交

“未来的岁月里，我会竭尽全力，证明自

己无愧于这项殊荣。”昨天，2024年上海市

“白玉兰纪念奖”颁授仪式在世界会客厅举

行。满头华发的马克 ·戴勒贝什教授作为代

表的一席发言，赢得全场掌声。

三十一年前，马克 ·戴勒贝什培养的一名

中国学生回到上海工作，以彼时先进的分子

遗传学技术造福患者。怀着热爱医学的拳拳

之心，马克也跟着学生飞越大洋，开启了一场

持续30年的中法人才交流事业。

此次，包括马克在内共有50名为上海发展

作出突出贡献的外籍人士获“白玉兰纪念奖”。

作为上海最重要的对外表彰项目，“上海

市白玉兰友谊奖”和“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

设立至今已三十五载，共有1877名外籍人士

获奖。近年来，市政府外办聚焦外事服务“五

个中心”建设、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一流营商环境，推动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开

展了多方面实践探索，激发在沪外籍人士投

身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参与上海现代化建设

的热情与意愿，也激励更多外籍人才、外资企

业和国际机构来到上海、留在上海、融入上

海，并坚定看好上海未来发展。

过去、现在、将来，都坚定看好上海

“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可以骄傲地说，上

海就是我的家。”昨天，欧菲集团亚太区首席

运营官兼执行董事西蒙尼 ·泰泽有两件喜事，

一则是他获得了“白玉兰纪念奖”，二则其小

儿子迎来9岁生日，“我的两个孩子中文说得

比我还溜，让我非常骄傲”。

2008年，年轻的西蒙尼 · 泰泽和妻子一

起来上海寻求发展机会，“那时我有各种各样

的想法，特别希望在职业上获得成功，上海这

座城市有无限的可能性，让我飞速成长”。光

阴荏苒，如今西蒙尼已是集团企业的掌舵

者。他所在的欧菲集团是一家来自意大利的

汽车零部件生产厂，在中国有7个工厂、2000

余名员工，“我们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得益于

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上海加快建设

‘五个中心’，在工商业、物流、创新等方面取

得日新月异的进展，我认为上海是外商投资

正确的方向，集团将研发生产都放在上海。”

“二十多年前，我就坚定看好上海，现在如

此，将来更是。”埃顿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联合

总裁艾文是今年“白玉兰纪念奖”获得者中在

沪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位，“我在这里住了二十

七年。” ▼ 下转第二版

  名为上海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外籍人士获    年“白玉兰纪念奖”

老外不见外，“上海是我家”
■本报记者 周辰

实习生 刘畅

本报讯（记者祝越）昨天9时27分，首趟
试运行列车G55505次从上海虹桥站开出，沿

着新建上海经苏州至湖州高速铁路驶向湖州

站方向进行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标志着沪

苏湖高铁建设进入试运行阶段，全线开通运

营进入倒计时。

试运行主要是按试验大纲要求，原则上

利用不少于一个月进行列车运行图参数测

试、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试验

等项目测试，模拟线路正式运营状态，对高铁

运输组织、列车接发、开行密度、设备状态等

方面进行的一次全面“实战”检测，为正式开

通运营提供科学依据。试运行使用的列车采

用运营动车组担当，沿途各站模拟办理客运

业务。

沪苏湖高铁于2020年6月开工，今年6

月全线铺轨贯通，8月开始静态验收，9月开

始联调联试。自联调联试以来，检测列车、综

合检测列车、重联动车组等先后上线，以不同

速度等级进行往返检测试验以及全线拉通试

验，共开行各类试验列车775列，检测总里程

达52463公里，综合检测列车试验最高时速达

385公里，安全、优质、高效完成了各项联调联

试检测任务。沪苏湖高铁试运行将持续1个

月左右时间，预计12月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沪苏湖高铁由上海虹桥站引出，途经江

苏省苏州市，终至浙江省湖州市湖州站，线路

全长约163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设上海

虹桥、上海松江、练塘、苏州南、盛泽、湖州南

浔、湖州东、湖州站等8座车站，其中上海

松江、练塘、苏州南、盛泽、湖州南浔、湖州

东站为新建车站，上海虹桥、湖州站为既

有车站。

沪苏湖高铁是上海、苏州、湖州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的重大项目，也是长三角高铁

联网、补网、强链的重点项目。建成运营

后，将进一步优化上海铁路枢纽布局，完善

区域路网布局，有效疏解沪宁、沪杭铁路通

道运输压力，对于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

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高

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预计  月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将进一步优化上海铁路枢纽布局

沪苏湖高铁昨起进入试运行阶段

昨天，首趟试运行的G55505次列车进行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供图）

2024世界地理大会昨天在沪举

行，会上发布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100强（2024）》。进入全球前100的科

技创新中心中，美国27个，中国21

个。北京、上海分别位列全球第4、第

10位，稳居第一方阵。

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

研究院院长杜德斌解读这份评价结

果时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

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

入发展并不断推进，科技创新已成为

国际战略博弈的主战场。保障国家

科技安全，积极谋划建设全球科技创

新中心，已成为各国应对新一轮科技

革命挑战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

举措。

面向全球：“北美—欧
洲—亚太”大三角格局稳固

“ 全 球 科 技 创 新 中 心 100强

（2024）”评价体系，从创新要素全球集

聚力、科学研究全球引领力、技术创新

全球策源力、产业变革全球驱动力和

创新环境全球支撑力5个维度，对全

球140个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态势进

行科学评估。

评价结果显示，全球科技创新

中心发展的“北美—欧洲—亚太”大

三角格局愈发稳固。综合排名前

100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中，有 99

个位于上述三大区域，与2023年相

比增加了4个。此外，亚太地区入围

前100的科技创新中心数量首次超

过欧洲和北美，达到35个；欧洲和北

美则分别有33个和31个。全球排

名前30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中，北

美、亚太、欧洲分别有13个、10个和

7个城市入选。

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国和美国

是拥有全球科创中心城市最多的国

家，成为全球科技中心格局中难以

撼动的“两极”。旧金山—圣何塞依

然是全球最为顶尖的科技创新中

心，同时继续保持在创新要素全球

集聚力、技术创新全球策源力、产业

变革全球驱动力这3个维度上的全

球领导力。

中国此次有21个科技创新中心

进入全球前100，且有6个科技创新中

心进入前30。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

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地带集中

了11个科技创新中心。北京保持全

球第4、亚太第1的地位，同时也在科

学研究全球引领力这一维度上引领全

球发展；上海则保持其全球第10、亚

太第4的位置。

杜德斌表示，美国与中国的顶尖

科技创新中心竞争激烈，同时，中美的科技创新中心是驱动全球

产业变革的主要力量集中地。

聚焦中国：顶尖以及西部科技创新中心稳
中有升

为充分了解中国在全球科创版图中的位势，此次评价还专

门对中国37个城市在全球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进行测评。

过去一年，中国顶尖以及西部科技创新中心稳中有升，而东部以

及中部多数科技创新中心的排名出现下跌。

京沪之外，深圳和杭州稳居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第二方阵，且

均呈现排名上升的态势，分别由2023年的第14位和第20位，升

至2024年的第13位和第17位。此外，香港由2023年的第34位

攀升至2024年的第24位，广州也在30强之列，位居第28位。

杜德斌表示，中国科技创新中心在集聚创新要素和营造创

新环境方面面临挑战。相较于2023年，中国科技创新中心在创

新要素全球集聚力这一维度上前景并不明朗，北京和上海的排

名均出现下跌，广州、杭州等城市也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而在创新环境全球支撑力维度，伦敦正领跑全球，北京和香

港进入全球前30强，但中国尚无城市进入前10强，这表明营造

优质的城市创新环境，仍然是中国统筹推进国际和区域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提升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重中之重。

在科学研究全球引领力方面，北京占据榜首，东亚与欧洲科

技创新中心展现强劲上升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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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储舒婷

跨越山海的友谊、团结、合作、开拓之旅
 刊第三版

徐汇小梁薄板
房屋改造收官

“何以敦煌”大展迎来
“汉服周”主题观展活动

“走出来的敦煌壁画”
再现千年风华

 均刊第二版

■ 昨天，襄阳南路   弄
   号、   号、   号实现二
轮征询   %签约生效。这是
徐汇区最后一个涉及小梁薄
板的旧改项目 《电影万岁》——一支短片刷屏了。

4分34秒时间太短，不足以涵盖上海电影制

片厂75年来的经典之作。《三毛流浪记》《乌鸦与麻

雀》《护士日记》《女篮五号》《大闹天宫》《舞台姐妹》

《喜盈门》《城南旧事》《日出》《芙蓉镇》……网友评

论“看不够”。但在短视频平台上，4分多钟又是少

见地挑战着如今互联网碎片传播的“中长片”。

长与短之间，75岁的上影借老厂长、著名导

演吴贻弓的话表明心迹：“电影万岁。”

事实上，电影人为上影庆生，大家敬经典、敬

大师，太多人有相似的开场白，“我是看着上影厂片

子长大的”。而上影人、上海电影人、中国电影人同

样想从经典里汲取能量，找到电影生生不息的秘

辛。尤其当今天的文艺创作千帆竞发、百舸争流，

数字文化产业格局多元剧变，上影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需要笃定信念，在新征程上交出新答卷。上

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隽说：“上影既要学习前

人的礼敬之心，更要有超越前人的竞胜之心。”

75岁新起点，上影将锚定“创作、人才、产业、

技术、机制”五大要素，努力做强多片种创作力、创

新科技应用力、市场竞争力、品牌传播力、国际影

响力，为上海打造全球影视创制中心、建设习近平

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贡献力量。

锻造时代新精品，拍好看的电影

为上影庆生的大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作

曲家吕其明说得动情：“我现在94岁了，身体还

行。我还想继续创作！”台下的电影人给了老艺术

家满堂喝彩与掌声，因为所有人认同——作品才

是立身之本。

75岁的上影“家底”厚实，870多部故事片、

500多部美术动画片、1500多部译制片、1500多部

科教片和300多部电视剧，伴随几代观众成长。

人们热烈转发《电影万岁》的短片，答案就蕴藏在

上影前辈的朴素信条里，“拍好看的电影”。

合作上影新片《千里江山图》，导演陈思诚与

编剧张冀对于“好看的电影”的认知异曲同工。陈

思诚把上海比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因为他在电影

事业上的第一位恩师谢晋导演就是上影人。在他

看来，对艺术的尊重与包容，是上影能持续产出佳

作的重要原因。生长在湘西，张冀毫不吝啬对一

部电影的感念，“它给小镇带来改变，今天那里的

人们还在因电影受益”。那部影片就是谢晋导演

的《芙蓉镇》，影片诞生后的30年里，它仍是吸引

游客的闪亮的名字，文旅成为湘西重要的产业。

谢晋导演如何拍出“好看的电影”？这位中国

电影的丰碑式人物曾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

口碑。”他的作品总是饱蘸对现实的关注、对社会

的关切、对人的关心。今天，为时代和人民奉献精

品，依然是上影人薪火相传的“第一要务”。

再出发时，上影将不断提升原创力，一切以讲

好故事，拍好看的电影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按创

作规划，上影将坚持多片种繁荣，一手“抓大作品、

出大制作、创大IP”，力争5年出2—3部头部作品，

形成大影响；一手抓“小、特、优、美”的作品，共百姓

之忧乐、察时代之变化、彰艺术之匠心。

▼ 下转第二版  相关报道刊第二版

上影将努力做强多片种创作力、创新科技应用力、市场竞争力、品牌传播力、国际影响力

敬经典，更以竞胜心为中国电影赢未来
■本报记者 王彦 见习记者 孙彦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