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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上海市行

政事业性收费通用性收据肆张：发
票号码1400237453，日期2016年11
月 21 日，金额壹仟捌佰肆拾元整；
号码1400239237，日期2016年12月
16 日，金额壹仟捌佰肆拾元整；号
码 1400240164，日期 2017 年 1 月 4
日 ，金 额 贰 仟 叁 佰 元 整 ；号 码
1400241943，日 期 2017 年 2 月 17
日，金额玖佰贰拾元整；交款人吉
宏珍，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近日，轨交 17 号线最后一根
125米长轨在漕盈路站至青浦新城
站上行区间焊接完毕，标志着17号
线全线轨道贯通，为后续机电设备
安装以及列车上线调试打下基
础。这条新线往来于市区与青浦
之间，计划今年年底开通。

17号线全线轨道贯通的同时，
13 座车站的正式站名也由上海地
铁公布，它们是东方绿舟站、朱家
角站、淀山湖大道站、漕盈路站、青
浦新城站、汇金路站、赵巷站、嘉松
中路站、徐泾北城站、徐盈路站、蟠
龙路站、诸光路站、虹桥火车站
站。原“中国博览会北站”已正式
改为“诸光路站”。原“青浦站”已
正式改为“青浦新城站”。

国务院日前印发《全面深化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
案》。自贸区建设作为上海的两大国
家战略之一，今后五年将如何发力？
近日，上海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
详细介绍了《方案》制定的背景和建
设目标。

对标最高标准 建设“三
区一堡”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朱民
介绍，上海自贸区交出的“三年答
卷”，总体上达到了预期目标，制度
创新已经显现出对经济长远发展的
驱动力，新注册企业达 4 万家，超过
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前 20 多年总
和。新注册企业活跃度超过 80%，
创新创业企业占比达 40%，民营企
业占比超过 88%。近 1100 家跨国公
司地区总部、营运中心、研发中心
已集聚浦东。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改
革创新理念和 100 多项改革试点经
验已复制推广，成为服务“一带一
路”倡议、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
的重要内容。

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上海自贸
试验区的功能定位已被确定为“三
区一堡”，其中“三区”分别为建设
开放和创新融为一体的综合改革试
验区、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风险
压力测试区以及打造提升政府治理
能力的先行区。“一堡”则是要将自
贸区构建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
建设、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的桥头
堡。《方案》贯彻落实党中央对自贸
试验区建设的战略部署，提出了面
向 2020 年的新一轮自贸试验区改
革开放的目标体系，核心是进一步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今后
5 年，上海要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
好水平，全面深化自贸试验区改革
开放。

在建设目标上，《方案》明确提
出，到2020年，上海自贸区要率先建
立同国际投资和贸易通行规则相衔
接的制度体系，建设成为投资贸易自
由、规则开放透明、监管公平高效、营
商环境便利的国际高标准自由贸易
园区。

朱民表示，这一目标定位，体现
了上海自贸试验区承担国家使命、对
照国际高标准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
的战略定位，也体现了国际投资贸易
便利化规则的最新要求。

同时，围绕建设目标，《方案》明
确了加快健全4个制度体系的目标，
即：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准入和有序
竞争的投资管理体系、促进贸易升
级转型和通关便利的贸易监管服务
体系、深化金融开放创新和有效防
控风险的金融服务体系、符合市场
经济规则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的
政府管理体系。这 4 个体系是国际
高标准自由贸易园区的具体内涵，
是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投资、贸易、金
融和事中事后监管 4 个领域改革创
新的系统深化。

此外，《方案》还明确了各项改革
试点任务具备条件的在浦东新区范
围内全面实施，或在全市试验推广。
这与党中央对上海的要求一致，与上
海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的特色一致，
与完成新一轮改革试点任务的需要
一致。

制定服务贸易负面清
单最大限度给市场放权

改革系统集成不够是上海自贸
试验区改革试点中的突出问题之
一。《方案》要求上海自贸区建立更
加开放透明的市场准入管理模式；
在投资领域进一步提高准入管理规
则透明度；全面实现“证照分离”，
实行以告知承诺为主的许可管理方

式；实施生产许可“一企一证”，确
立企业生产自主权。在贸易领域建
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提高长江经济带等更
大区域通关一体化的服务能力。在
创新领域，《方案》进一步聚焦上海
自贸试验区和张江自主创新区的

“双自联动”，优化医药研发准入许
可，提高张江药谷的国际竞争力。

《方案》提出建设国际高标准的人
才政策体系，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和
运用体系等。

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申卫华介
绍，服务贸易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
重要增长点。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是
我国扩大开放、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
着力点。目前，我国涉及服务贸易的
法律法规多达 18 万条，涵盖跨境教
育、跨境消费、跨境就业等多领域。
参考服务贸易国际经验，制定自贸区
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将是2017年的重
要工作之一。

服务“一带一路”加强
国际通行规则衔接探索

高标准全方位对外开放既带来
新的发展机遇，也隐藏外部风险冲
击。《方案》提出建立风险压力测试
区和成为推动市场走出去桥头堡的
任务，既要“补短板”，又要“建高
地”。《方案》在电信、互联网、文化、
文物、航运服务等专业服务业和先
进制造业等领域进一步放宽投资准
入。在贸易便利化领域，全面推进
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的40项
条款；在金融领域推进实施“金改40
条”等。

《方案》提出，上海自贸区要以
高标准便利化措施促进经贸合作。
建立综合性对外投资促进机构和境
外投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打造

“一带一路”产权交易中心与技术

转移平台，促进“一带一路”产业科
技合作；积极推进上海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与“一带一路”沿线口
岸的信息互换和服务共享；建设服
务“一带一路”市场要素资源配置
功能的新枢纽，加快建设门户复合
型国际航空枢纽；促进上海港口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港口的
合作对接，形成连接国内外重点口
岸的亚太供应链中心枢纽；加强与
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战略合作，建
立境外资本与境内资产的对接纽
带，支持包括本土企业在内的跨国
公司积极发展跨境业务交易、支
付、结算、服务等全球价值链高端
的总部功能。

年内将形成“自由贸易
港区”建设方案

《方案》中明确提出，在洋山保税
港区和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内设立自由贸易港
区。这主要是为了发挥上海国际航
运中心综合枢纽的优势，以及自贸试
验区在前一阶段贸易便利化改革的
重要成果。

朱 民 向 记 者 透 露 ，自 由 贸 易
港区和现在的保税区最大区别在
于一线管理方式的不同。根据国
家授权实行集约管理体制，在口
岸风险有效防控的前提下，依托
信息化监管手段，取消或最大程
度 简 化 入 区 货 物 的 贸 易 管 制 措
施 ，最 大 程 度 简 化 一 线 申 报 手
续。上海将对标国际高标准，探
索 实 施 符 合 国 际 通 行 做 法 的 金
融 、外 汇 、投 资 和 出 入 境 管 理 制
度，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建立一整
套符合中国实际、与国际投资贸
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创新体
系，力争在今年内形成探索自由
贸易港区建设的方案。

活动时间：5月19日（周五）下午13：30—16：00
活动地点：运河湾（军工路100号近长阳路）
主办单位：杨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杨浦区残疾人联合会
杨浦区定海路街道办事处

承办单位：杨 浦 区 就 业 促 进 中 心（杨 浦 公 共 人 事 服 务
中心）
杨浦区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杨浦区定海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协办单位：上海运和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届时有12345上海市民服务热线、欧尚（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飞利浦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等50余家国有、外资、民营等企
业参加，招聘岗位涉及管理、行政、IT、后勤等。欢迎各方求职
人员踊跃参加。

“记忆与印象，那么鲜亮，也那
么含糊而羸弱，它们静然生发，迅速
脱落与枯萎，随风消逝……如果我
们回望，留取样本，是有意义的。”

书写《繁花》的作家金宇澄，近
日以新作《回望》重述父母一代人
在 上 世 纪 40 年 代 至 60 年 代 的 经
历，以一个家庭的记忆为读者重建
起那 20 余年上海社会生活的丰富
细节。

金宇澄的回望，并非孤独的姿
态。可以说，忆旧，是近来席卷上
海文坛的风潮。上海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于近日发布 2017 年度

《上海文化发展系列蓝皮书》之《上
海文学发展报告》。这一文学蓝皮
书指出，上海正有一批作家以清醒
的自觉和意识创作“明显的记忆文
学作品”，从而以文学方式建构起
上海的当代社会生活史。他们或
书写自己的青春记忆为上海留影，

或借助于父母辈的故事去挖掘上
海 有 别 于“ 风 花 雪 月 ”的 灵 魂 深
度。50 后作家中，吴亮的《朝霞》
与金宇澄的《繁花》《回望》足以激
荡文坛。在 70 后作家当中，夏商
的《东岸纪事》和路内的《慈悲》也
分量十足。

上海向来被视为观察中国、代
表中国的一个样本，是文学书写的
重要对象。评论家杨扬指出，从茅
盾的《子夜》到张爱玲的《金锁记》，
从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到王安
忆的《长恨歌》，逐渐塑造起上海的
文学镜像。

眼下逐渐兴起的这股“记忆文
学”风潮，恰恰是用笔墨描摹当代
上海，聚焦于大时代中的普通人，
从而以细密编织的普通上海人生
活史之变迁重新构建“上海故事”。

在 作 家 夏 商 的 小 说《东 岸 纪
事》中，如今能与纽约曼哈顿一决

繁华的浦东，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既乡土、又粗犷，与只有一江之隔
的浦西完全是两个世界，这里有爱
情淳朴的恋人，也有“粗鄙的、泥沙
俱下”的流氓瘪三。

作为“一部娓娓道来的上海乡
村回忆录”，《东岸纪事》以对上海
乡土气息和人情味的朴实书写，触
发许多上海人的怀旧心结，也为读
者揭开了文学世界中那一贯“精致
优雅、小资、国际范儿”的大上海不
为人知的另一面。

“我是浦东开发前原始状态的
亲历者，根据这段人生，我写了这
部小说。现在繁华的上海是从乡
村走来的，这段历史不该被遗忘。”
生于 1969 年的夏商说，他要为故乡
作一部另类传记。

70 后作家路内擅写工人题材，
此番他在小说《慈悲》中讲述上世
纪 50 年代“前进化工厂”的故事，

灵感和素材都源自他父亲的真实
经历。

上海文学蓝皮书指出，上海作
为新中国重要工业生产基地，当年
曾工厂林立，而“上海制造”更誉满
全国。“中生代”上海作家路内等以
父辈的记忆注入文字，为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的上海造像，填补了文学
上海的重要空白。

“文学本来就是个人记忆的产
物。一个人青少年时代的个人经
历，往往要经过二三十年的发酵，
方能酿成陈酒。今天，这些作家正
将他们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记忆
佳酿一一奉献出来。”文学蓝皮书
执行主编陈占彪提出，当下上海文
学的记忆文学热潮方兴未艾，且聚
集了不同年龄层段的作家，逐渐为
读者展示出上世纪 50 年代至今上
海日常生活史的斑斑痕迹与丰富
点滴。

中国儿童脑肿瘤协作组在沪成立

近日，中国规模最大的儿童脑
肿瘤研究组织——中国儿童脑肿
瘤协作组（CNOG）在沪成立。该
协作组由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
华医院小儿神经外科牵头，联合国
内 63 家医疗机构神经外科和肿瘤
科以及研究所共同组建，将建设儿
童肿瘤共享数据库，致力于儿童脑
肿瘤治疗的临床疗效与研究推进。

小儿神经系统肿瘤是儿童期
最常见的实体肿瘤，在一些发达国
家，它的治疗效果在过去 10 多年
显著提升。以儿童最常见的中枢
神经系统肿瘤——髓母细胞瘤为
例，美国的5年生存率从1990年的
40%提升到 2000 年的 70%，近年的
临 床 研 究 报 道 更 显 示 已 直 逼
90%。飞跃式进步使这一常见的
儿童恶性脑肿瘤的治愈率大大提
高。“治愈率的大幅提高，很大程度
上源于规范化的研究和治疗。”新
华医院小儿神经外科主任马杰教
授说，在美国，对儿童恶性脑肿瘤
治疗效果的提高起决定性作用的，
是 一 个 名 为 儿 童 肿 瘤 协 作 组
（COG）的机构。它成立于上个世
纪 90 年代，在美国国立癌症研究
院的支持下运作，致力于开展儿童
肿瘤的规范系统诊疗、临床研究和
基础研究。

CNOG成立后的首个项目，落
在中国儿童髓母细胞瘤分子亚型
流行病学的回顾性研究上。马杰
说，“国外逼近90%的治愈率给了更
多孩子生的希望，国内的医学团队
也希望达到这个目标。”

以普通人生活史“重构”上海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