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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悠悠

■高汉良 文

母亲走的那年已经是 107 岁的
高寿。

那天凌晨，老人家平静地“睡去”
了…… 其实母亲是想和每一位晚辈
道别的。她了无牵挂走完了自己一
个多世纪的人生旅程。

母亲早年生活很艰辛，经历的苦
难远远超过了被她呵护的儿孙们。

1911 年冬天，母亲出生在辛亥
革命的“大风潮”里，因为家里穷，从
小做了童养媳。16岁那年她从常熟
来到上海，一直在纱厂里做活，朦朦
胧胧中母亲还参加过上海工人运动。

为求生计，母亲还一度去“跑单
帮”，就像样板戏“沙家浜”里的故事
一样，她上海、常熟两地奔波，还要躲
日本人的眼皮。那些揭不开锅的日
子真没少过。

在我的记忆里，有一个“镜头”深
深刺痛过心灵。上世纪六十年代，一
个残夏初秋的中午。母亲带我从广
慈医院回老西门家里，三轮车默默行
进在复兴路上，母亲无声地泪流满
面，那辛酸的泪，深深“流”进了我幼
小的心……这一天，父亲被医院确诊

“不治之症”；雪上加霜的是我又得了
很重的肾炎。大厦将倾！很久以后
我才读懂母亲的泪。

父亲走的那几年，家里生活拮
据，大哥挑起了重担，大姐刚刚满师，
也拿出收入的大部分。我身体不好，
母亲千省万省，让我每天吃一个鸡
蛋，还总有牛奶喝。现在想来，在我
们七个兄弟姐妹中，我是唯一享受

“特供”的，那时自己少不更事，还常
常耍小脾气。

母亲为治好我的病，真是操碎了
心，看西医，看中医，寻土方，到曙光
医院抓一次药就要5块钱，那在当时
是一笔大数字。

我在大同上学时，因为痴迷足
球，腊月里天没亮，就起身去学校和
同学一起等着开校门，到操场上踢
球。母亲看了心疼，有一次她追出
来，往我手心里塞了一毛钱，说：不能
饿着肚子踢球！我拿着钱跑到老西
门“乔家珊”，在灯火通明的店堂里美
美享受了一碗“烂糊面”。那滋味至
今还唇齿留香。

那时，老西门老房子的“灶披间”
感觉很大，中间有个八仙桌。常常放
学回家，见桌边坐满人，那都是母亲或
父亲乡下“来客”，有远房亲戚，也有村
里朋友，还有朋友的朋友，他们来上海
办事、求医，我家就是“港湾”，母亲热

心地为乡里乡亲做饭炒菜，毫无怨言，
晚上在阁楼上为他们张罗铺盖……一
批来，一批去，是我家一道独特的“风
景”。大家都说：母亲海涵，量大福大。

母亲虽然大字不识几个，却知书
达礼很能干，是我一生的“保护神”。
在人生的许多关键点上，母亲总是用
心呵护。

那年秋天，我去宛平路上的上海
卫校报到，母亲帮我背着生活用品，
一路叮咛，直送到学生宿舍，还帮我
整理好铺盖。我不断催她回去，母亲
无奈，才久久不舍地离开，可后来我
去教室集合，不经意一抬头，母亲没
走，还在远远望着自己……

卫校毕业时，我原先应该去云南
一家保密单位工作，母亲不放心我的
身体，和二姐一起赶来学校找领导。
母亲成功了，校方重新安排，把我从
遥远的云南拉回到了山清水秀的皖
南，于是，便有了一段难忘的皖南生
活和后来的军旅生涯。

以后我身体好了，母亲还是牵挂
不断。在卫校时去长兴岛助农劳动；
后来去皖南山区工作；到黄海前哨当
兵……多少年啊，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母亲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
我，那份深深的爱，只有做儿子的才
能感悟。

69 年早春，我被分配去了安
徽。那天下午，十六浦码头人流如
织。十八岁的我随着红色人潮挤上

“东方红”轮甲板…… 在喧嚣的“凯
歌”声中，我挥舞着著名的“小红本”，
回首找母亲。

现在想来，最开心是当兵第二年。
我到徐州参加军部创作学习班，一天
听说母亲要来部队，高兴得彻夜不
眠。儿行千里另一端，总归牵在慈母
心中。母亲终于到了，她带着大姐的
女儿，住在我们军部招待所。那些天
我和母亲有说不完的话，还陪她们去
了“云龙公园”和“淮海纪念塔”。母亲
虽然六十开外，却身轻如燕健步如飞。

母亲的晚年，一直住在北京二姐
家中。承蒙二姐和姐夫的关爱，她过
得很舒心，二哥二嫂也在北京工作，
常常去看望她。老人八九十岁了，还
每天去复兴门天桥晨练，她抬腿可以
上肩，弯腰双手可以摸地，引来电视
台记者关注，把母亲的形象搬上了屏
幕。那天，二姐特地从北京打来电
话，我们上海的晚辈们兴致浓浓，一
家家打开电视，目睹母亲的风采。

往事如烟，母亲离开我们快四年
了。那些珍贵的生活“浪花”，常在心
底翻腾。

母亲那些事

三读苏轼

咬文嚼字

■钱水根 文

我读苏轼，经过了三个时段。
初读苏轼是在上中学时。语文

课本有一首苏轼的七绝《食荔枝》，
一个姓倪的不苟言笑的语文老师，
拄着拐杖，一字一顿诵读《食荔枝》：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
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
南人。”老师告诉我们：苏轼字子瞻，
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人，
出身在一个比较清寒的知识分子家
庭。苏轼和他父亲苏洵、弟弟苏辙
都是著名的政论家，合称“唐宋古文
八大家”的“三苏”。老师边读边讲，
使懵懂时期的我知道苏轼看似轻松
幽默的笔调，实际表现了他对第二
故乡的深沉感情和傲岸不驯的个
性，这跟他随缘自适的人生思想相

连，在不断迁移中，把乡土感情寄寓
在他居留的每一个地方。

课本中，还有苏轼表现自然美的
山水诗。如“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
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
下水如天。”“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
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
抹总相宜。”老师说，这两首诗都写杭
州西湖的风云变幻，前者由云成雨，忽
又转晴，水天一色；后者由晴转雨，云
雾朦胧，缥缥渺渺，诗人捕捉到一时所
见，却又似乎不大经意地点染成新鲜
的形象。老师字正腔圆的讲解，留下
了我对苏轼的启蒙印象。

二读苏轼是在荒漠化的“文革”
时。同班组的一位高中师兄，送我一
套他读过的《中国文学史》，有了上学
时老师对苏诗的“打底”，我常翻读“苏
轼”章节。苏轼多才多艺，在诗词、散
文、书画上俱有极高造诣。苏轼的诗
保存下来的有4000多首，与词和散文
相比，诗的内容较为丰富。他的写景
咏物诗笔意爽健，格调流畅，绝少消极
情绪。如《新城道中》：“东风知我欲山

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
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
短，溪柳自摇沙水清。西崦人家应最
乐，煮芹烧笋饷春耕。……”清丽跳动
的诗句，让“雨后初晴，桃柳争妍，芹笋
清香”的农村春景扑面而来。

苏轼即使遭谪居时，还写了反映
民生疾苦的诗：“十里一置飞尘灰，五
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
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
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
尘溅血流千载。”这是《荔枝叹》的一
段，写官吏们为谄媚主子，博取宫中美
人一笑，急如星火催送荔枝，不管人民
死活，表现诗人屡贬不屈，敢怒敢说的
激情。

四册“中国文学史”，伴我度过了
文化“窒息”的年代，如疵如醉捧读，期
待雾霾散去。

再读苏轼已是春回大地改革开放
时。20世纪80年代初，还清十年动乱

“文化欠账”的劲风吹向我所在的金山
石化，各种学习纷至沓来，“上图”讲座
常常光顾。一次华师大教授讲“苏轼

生平和苏词地位”。词的诗化和散文
化是苏轼的大胆尝试，“词至东坡，倾
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
轼三百首词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
藩篱，山川景物、记游咏物、家舍风光、
感旧怀古等纷纷写进词里，有名的《水
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
怀古》最能代表这种革新的成果。“赋”
到宋代逐渐散文化，他的《前赤壁赋》、

《后赤壁赋》等，可以看作优美的散文
诗，他创立的豪放词风，把词引向了健
康广阔的道路。

讲苏轼生平，教授话锋一转：一代
文豪苏东坡在文学上硕果累累，政治
上却是失意一生。苏轼一生在激烈的
政治斗争中度过，在新旧两党之间的
依违态度，使其既不容于新党，又不见
谅于旧党，悲剧的命运便不可避免，在
仕途上，终其一生，浮沉不定。先是因
反对王安石变法，自神宗熙宁四年
（1071）至元丰二年（1079），屡迁杭州、
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王安
石罢相后，又被舒亶等新进官僚指控
诽谤朝廷，而投入监狱，即有名的乌台

诗案。出狱后，谪贬黄州，后贬汝州，
路经金陵时，拜访了退休的王安石，二
人同游蒋山，互有唱和。

哲宗元祐元年（1086），高太后临
朝，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复迁中书
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后又因与
旧党政见不和，元祐四年出知杭州，
六年召回朝，旋又被诬告，贬颖州、扬
州、定州。

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新党
再次得势，苏轼连贬英州（今广东顺
德）、惠州，直到谵州（今海南省儋
县）。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遇赦
北归，次年死于常州。

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他
的创作标志着北宋诗文革新的高度成
就，使他在同时代作家中获得了巨大
的声誉。在后代文人心目中，苏轼是
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人们争相从他
的作品中汲取营养。

“品千年诗韵，阅百味人生。”三读
苏轼，激发了我对古诗词的喜爱，与名
家相逢在书中，听他们吟诗作赋，诉说
人世沧桑，感慨百态人生。

■方鸿儒 文

刺时文（清·徐灵胎）：读书人，最
不济；滥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
才计，谁知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
题，两句破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
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
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
案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
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
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
向日昏迷。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
姓、朝廷的晦气。

散曲《刺时文》系清代乾隆朝学
者、名医徐灵胎所作。“诗庄、词媚、曲
俗”，该散曲通篇采用俚语来写，通俗
易懂，幽默诙谐。

发轫于隋唐的科举制度为寒门
弟子打通了一条入仕之捷径，起始
生气勃勃，孰料历经千年，至明清朝
便蜕变为应试学子死读经书、八股
行文为获取功名的必经之途。“虽豪
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
磨於无用之时文。”（ 郑观应《盛世

危言》）
“时文”原泛指科举时代应试作

文，延续至明清时便特指应试“八股
文”。“八股文”即行文有八段定式，所
谓的“破题、承题、起讲、入题”云云，
如曲中的“三句承题，两句破题”，“甲
乙丙丁，开中药铺”（毛泽东《反对党
八股》），文体固化，思维僵化。作者
便是针对读时文，考时文，八股取士
的时弊嘲笑讽刺，以警醒顽俗。

“滥时文，烂如泥”，应试学子虽对
“四书五经”烂熟如泥，“摇头摆尾”，满
口“子曰诗云”，乡试、会试、殿试，“便道
是圣门高第”（“高第”：高中等第），金榜
题名，却未必知“三通”（即唐人杜佑的

《通典》，宋人郑樵的《通志》，元人马瑞
临的《文献通考》），“四史”（即《史记》、

《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只因“两
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案头放高头讲章”（“高头”：
经书上头空白处；“讲章”：讲解文
字），皓首穷经，“口角唏嘘”，死记
硬背，“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
滋味！”“辜负光阴，向日（整日）昏

迷”，大好生命在枯燥的诵读声中白
白消耗，“读得来肩背高低”，反惹下
一身毛病。

为博取金榜题名，荣归故里，便
在“店里买新科利器”。“新科利器”
即书坊为赚钱而编印的八股文作法、

“范本”之类的东西。《儒林外史》中对
此有生动描写。“时文选家”马二先
生，匡超人编纂“新科利器”，犹如眼
下的“高考满分作文”供考生们模仿，
套题，“不求文章中天下，但求文章中
试官”，只求功名，不为生民。

“读书人，最不济”，“国家本为求
才计”，殊不知读无用之书，作僵化之
文，不成人才，反成奴才——真乃是

“百姓、朝廷的晦气”矣。
散曲《刺时文》字字讥刺科举，句

句警醒世人。众所周知的热衷功名，
中了举却发了疯的范进，满口“之乎
者也”，最后被打折腿的孔乙己，便是
科举制度可悲的殉葬品。

鉴古察今，“科考”虽废，“高考”
依然。“平心而论，考试就和选举一
样，属于‘必需的罪恶’一类，在想不
出更好的办法之前，考试还是不可废
的。我们现在所能做的，是如何改善
考试的方法，要求其简化，要求其合
理，不要令大家把考试看作为戕贼身
心的酷刑！”（梁实秋《谈考试》）

简析散曲《刺时文》

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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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发布推进大学科技园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
与复旦、同济等七所大学签约，将形成1－2个千亿级创新创业集聚区

本报讯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
杨浦区第十次代表大会近日在杨浦
区沪东工人文化宫召开。

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
副主席、民建上海市委主委周汉民，
中共杨浦区委书记谢坚钢出席并讲
话。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监督委
员会副主任谈兵，民建上海市委副
主委杨成长，中共杨浦区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董鑫旺，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农工党杨浦区委主委吴晓童，
副区长李雅平，区政协副主席周海
出席会议。

周汉民代表民建上海市委对大
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表示，民
建杨浦区委在民建上海市委和中共
杨浦区委的领导下，在区委统战部的
帮助和指导下，团结带领全区会员，
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杨浦的改革
开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为民建

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汉民指出，民建杨浦区委要始

终保持初心如磐、始终做到政治坚定，
继续毫不犹疑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争当同舟共济好同事，推动新时代
多党合作事业健康发展；要发挥民建
联系经济界的特色优势，依托民建市
委和杨浦区各类平台资源，服务好区
内会员企业，助推杨浦区加速实现创
新创业孵化、科技成果转化、营商环境
优化，争当建言献策好参谋，助推杨浦
区在新发展阶段创造新奇迹；要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对参政党提出的“四新”

“三好”目标以及“五种能力建设”的要
求，结合民建市委今年“履职能力建设
年”活动要求，全面加强自身建设，不断
提升履职能力，争当合作共事好帮手，推
动参政党自身建设水平持续提升。

谢坚钢充分肯定了民建区委五
年来在促进杨浦发展和加强自身建

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并向新一届民
建区委提出三点希望。希望民建杨浦
区委进一步深化认识、统一思想，不断
巩固主题教育成果，切实增强坚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进
一步夯实政治基础；积极围绕杨浦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战略性、关键性问题，深入
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发挥民建密
切联系经济界的优势，进一步发挥参
政党作用；更加重视领导班子建设、人
才队伍建设和组织发展工作，进一步
加强队伍建设。

会上，吴晓童代表区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审议
通过了许晓昀代表民建杨浦区第九
届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大会选
举产生了民建杨浦区第十届委员会
委员，丁文涛、马志强、江海洲、孙晋

忠、邱罡、何天玲、沈英、沈昕、陈毓
琳、侍卫莉、周迅、郑明、徐微徨、郭虹
当选为第十届委员会委员。

在民建杨浦区第十届委员会第
一次全体会议上，郑明当选为主任委
员，沈英、何天玲、孙晋忠当选为副主
任委员，决定任命马志强为秘书长。

大会向许晓昀、徐国强、黄伟、王
海国、王霞、金晓刚、裘敏燕等离任委
员宣读了致敬信，感谢他们多年来为
杨浦民建事业作出的贡献，并向他们
送上鲜花。

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民主建国会
上海市杨浦区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

会员代表，民建市委监委会、办
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参政议政部，
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上海经纬建
筑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负
责同志、上海电力大学代表等140余
人参加大会。 ■记者 毛信慧

本报讯 由区纪委监委主办、殷
行街道和大桥街道协办的“廉洁家风
拂杨浦——2021 年杨浦滨江主题家
风绘本展”近日在杨浦滨江党群服务
站“旗舰站”——电站辅机厂站拉开
帷幕，将展至5月14日。

“绘本展中展现的每一个优良
家风模范家庭都是一盏引领我们向
真、向善、向美的领航灯。”一位参
展的党员干部说。为弘扬好家风，
传递接力棒，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
采访了杨浦 13 位具有代表性的老
前辈，并把他们与父母、子女间的
家风故事绘制成漫画进行了展出。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幸福
生活的港湾，也是反腐倡廉的重要
防线。此次家风绘本展旨在以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弘扬传统家
庭美德，培育新时代良好家风，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及其家庭成员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以党员干部廉洁文明
家风促党风政风、带社风民风，筑牢
拒腐防线。

建设廉洁好家风绝非一朝一

夕之功。近年来，杨浦区纪委监委
开展了邀请干部家属参观廉政警
示教育馆、观看警示教育片、观看
廉洁文化书画展和情景剧等系列

“家庭助廉”活动。接下来，还将持

续推动廉洁家风建设，在全区掀起
建设廉洁文明家庭，弘扬优秀家风
家训的热潮，努力营造杨浦家风
好、民风纯、党风正、政风清的良好
氛围。 ■记者 高靓 文/摄

本报讯 5 月 6 日 ，区 委 书 记
谢坚钢，区委副书记、区长薛侃接
待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
长林顺辉一行。

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党委委员、副
行长李朝阳、齐红，区委常委、副区长
周海鹰，区政协副主席、区金融办主
任李长毅参加。

谢坚钢表示，一直以来，杨浦与
建设银行在旧区改造、科技金融、智
慧城市建设等方面建立了良好的合
作关系，希望银行继续加大对杨浦
的支持力度，不断拓宽与杨浦的合
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林顺辉介绍了建设银行上海分
行的发展情况、业务特点和服务优
势，并表示，建设银行将立足杨浦未
来规划和发展战略，紧跟杨浦“十四
五”期间发展需求，与杨浦开展多方
位、深层次的合作，为助力上海国际
金融中心建设和杨浦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更多力量。 ■张蓓

本报讯 区委书记谢坚钢近日
赴区法院基层联系点督导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工作，检查相关台账资料，
与知识产权庭部分干警进行座谈。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陆奕绎
参加，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朝晖
汇报区法院查纠整改环节阶段性工
作情况。

谢坚钢指出，开展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既是贯彻落实中央、市委决
策部署的必然要求，也是展现政法
铁军新形象的迫切需要，要深刻领
会重大意义、深化开展教育整顿、深
入推进组织实施，以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的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

谢坚钢强调，学习教育要一以
贯之。继续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摆
在突出位置，用好红色资源，持续增
强学习教育实效性，不断提高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查纠问题
要动真碰硬。坚持“自查从宽、被查
从严”，用好用活违纪违法典型案
例，强化领导带头示范效应，班子成
员要从自身做起，真正把自己摆进
去、把职责摆进去，带头谈心谈话、
带头查纠问题、带头承担责任，敢于
触及矛盾和要害。专项整治要一丝
不苟。以改革思路和创新举措、用
制度思维和制度方式抓整治，举一
反三，推动共性问题与个性问题、显
性问题与深层问题一起解决，确保
整治有长效、不反弹。坚持开门整
治，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主动
抓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满
意度。服务大局要一马当先。秉公
执法、主动作为，维护市场的公平和
正义，增强法治的服务和保障。按
照“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
护”的要求，持续加大对新兴领域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注重保护好
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区法院知识产权庭负责人汇报
相关工作情况。 ■张蓓

民建杨浦区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
周汉民谢坚钢出席会议选举产生第十届委员会郑明当选主委

杨浦与建设银行
拓宽合作领域

区领导赴区法院基层联系点
督导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

此次家风绘本展中，既有荣获“改
革先锋”“人民教育家”“最美奋斗者”等
荣誉的于漪，也有电影《黄宝妹》的原型
人物黄宝妹，还有荣获过全国“最美家
庭”的施锡安、施全红一家等。代表人
物来自各行各业，但立家规、严家教、正
家风、传美德是他们共同的特点。

廉洁家风拂杨浦

本报讯 杨浦区大学科技园高质
量发展推进大会近日召开，正式发布

《关于加快推进杨浦区大学科技园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会上，杨浦区与七所大学签订
《关于推动大学科技园高质量发展的
合作框架协议》。上海技术交易所与
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签订《技术交易
服务共建合作协议》。上海技术交易
所与同济大学签订《共建科技成果信
息披露及托管运营体系框架协议》。
七所大学科技园负责人与重点企业
代表签订《企业服务协议》。

市科委副主任陆敏、市教卫工
作党委二级巡视员杨伟人、区委书
记谢坚钢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
区长薛侃主持。

复旦大学副校长徐雷、同济大学
副校长娄永琪、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
陈信元、上海理工大学副校长盛春、

上海电力大学副校长符杨、上海海洋
大学总会计师郭爱萍、上海体育学院
副院长王陈、上海技术交易所副董事
长谢吉华、副区长赵亮参加。

谢坚钢指出，大学科技园始终与
杨浦同步成长、同频共振，在推动创
新资源集成、科技成果转化、加速城
市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要牢牢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第一动
力”，推动大学科技园持续提升能级
和核心竞争力，助力杨浦加快建设

“四高城区”，为上海“打造自主创新
新高地”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大学科技园要担当大任。大学
科技园是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策源
地和承载地，最有条件集成各种科学
技术、各方优秀人才、各类创新资源，
最有优势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企
业孵化、科技人才培养。希望大学科
技园不负重托、担当大任，把牢发展

定位、强化核心功能、坚持塑造品牌、
更加凸显特色、全面提升能级，为杨
浦、为上海孵化更多颠覆超越的新成
果，书写更多“无中生有”的新传奇。

大学科技园要科创为本。为科
创火花提供“对撞机”，进一步推动高
校科研设施、科研仪器、科技数据等
向大学科技园开放，园区把更多场地
留给高校师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
为成果转化打造“加速器”，强化区校
所三方联动，搭建高校科研成果转化
的绿色通道，让成果从高校产生后，
第一时间被专业机构知晓，第一时间
获得撮合交易机会，第一时间实现落
地转化。为升级迭代拓展“试验场”，
通过政府、高校、国企、园区“四合一”
共建，在高校周边开发楼宇等嵌入式
载体，加速成片老厂房向大型科创载
体转型，拓展创新载体资源。

大学科技园要春色满园。像春

笋拔节一般壮大园区，加快搭建一批
集“政产学研金服用”等功能于一体
的创新功能性平台，加紧挖掘一批全
国领先的关键核心技术，助力大学科
技园真正成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

“首站”、区域创新创业的“核心孵化
园”。像春雨润物一般融入社区，进
一步统筹高校、市场和社会资源，营
造更加宜创、宜业、宜居的创新创业
环境，打造更多“国际范、书卷气、人
文风、科技感、艺术流”的创新创意社
区。像春花绽放一般点亮城区，支持
加快组建大学科技园联盟，让大学科
技园创意迸发、活力向上、点石成金
的形象成为创新杨浦最闪亮的IP。

陆敏指出，推动大学科技园高质
量发展对于上海加快“五个中心”建
设、提升创新策源能力、深化创新创业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杨浦是全市大学
科技园发展的先行区，（下转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