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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生

党的十九大以来，上海的一系列新作为令
人瞩目：

优化营商环境，以“革命性再造”的决心，推
进“一网通办”政务服务；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
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构筑城市发
展战略优势；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
向，在全市范围以“大调研”激活“大开放”“大创
新”……

举网以纲，千目皆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说，上海的发展重在提升
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把功能做强，体现集聚辐射
效应。聚焦重点，乘势而上，上海阔步迈向建设
卓越全球城市的新征程。

明确发展主线 力争战略主动

上海自贸区最近迎来一个新成员。英资背
景的怡和保险经纪公司不仅将总部搬至上海，
还获批扩大经营范围，可以为中国大陆所有公
司及个人提供全方位的风险咨询、员工福利和
保险经纪服务。

立足上海，服务全国甚至全球，正在成为很
多新落沪企业的优先选项。无数个像怡和这样
的“经济细胞”，为上海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
争力打下了生动注脚。

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为何关键？观世界大
势，这是城市演化的普遍规律。从威尼斯、阿姆斯
特丹的率先兴起，到伦敦、曼彻斯特的后来居上，
再到纽约、东京的脱颖而出。在城市兴衰史上，能
级和核心竞争力是首要因子，是真本事。

“纽约的钱并不是只来自纽约人，也绝不是
只给纽约人用，而是汇聚全球资本，再给全球
用。”经济学家周其仁说，给予别人的越多，自己
的影响力反而越大，“上海要走的就是这么一条
全球城市之路。”

看自身发展，这是上海承担新时代新使命
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经济规模和综合实力跃
居全球前列，需要建设与之相匹配的全球城市，

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
最近在上海召开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

座谈会，提出把长三角建设成为具有全球竞
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这其中，需要上海发挥
关键的龙头带动作用。

“龙头城市主要看能级。有能量才能辐
射，有能力才能带动。”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
发改委主任马春雷说，上海抓紧建设的国际
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五大中
心”，正在打造的服务、制造、购物和文化“四
大品牌”，出发点就是发挥高端要素市场相对
齐全发达的优势，全力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使
长三角在世界经济版图上有更大的话语权和
更强的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并不是单打一的指标。无论是沿用已久的
GDP 和人口总量，还是备受关注的独角兽和
上市公司数量，都只是城市发展的一个侧面。

“评价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应是多维度、
综合性和长周期的，最终要以城市能级和核
心竞争力来说话。”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研
究室主任康旭平说，只有抓住这根主线久久
为功，上海才能赢得未来发展的战略主动。

围绕核心功能 再聚焦再提升

明确了城市发展主线，还要找准主攻方
向。在周其仁看来，全球城市竞争激烈，谁也
不可能面面俱到。上海要聚精会神，做其他城
市做不了或难做好的事。

经过多方论证、反复酝酿，围绕城市核心
功能、聚焦关键重点领域，全面提升城市的吸
引力、创造力、竞争力，上海下一步发展的“5
+8”路线图逐渐清晰：

——— 立足当下，推动“五大中心”建设取
得新突破。比如，国际经济中心建设的一个发
力点，是提高“经济密度”。市委书记李强在多
个场合表示，上海淡化 GDP ，不是不要

GDP，而是要更高质量的 GDP。提高“经济
密度”、以亩产论英雄，正是追求更高质量
GDP 的途径之一。

在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策源能
力”被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瞄准世界脑科
学研究前沿，今年 5 月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
究中心在张江实验室揭牌。中科院院士、张江
实验室主任王曦说，基础研究是科学体系的
源头。实现从 0 到 1 的创新、产出一批具有前
瞻性和引领性的原创成果，关键看基础研究
的厚度。

——— 着眼未来，在品牌建设、对外开放、
全球网络等八个方面打造新高地。近期，打响
“上海制造”品牌传来喜讯：工信部明确，在上
海建设集成电路和智能传感器等两个国家级
制造业创新中心。以提升产品服务的创新含
量为抓手，上海积极打造有国际标识度的上
海品牌新高地。

47 部世界首映，84 部亚洲首映；对标
“世界顶级”，成立“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刚
刚闭幕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再次刷新纪录。本
届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姜文
说，上海国际电影节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世
界。

除了国际电影节，下半年上海还将迎来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等一系列重磅盛会。发挥盛会的辐射和溢
出效应，上海计划建设一系列高能级的载体
平台，吸引全球高端要素加快向上海集聚。

深化改革开放 解答时代之问

“清运车多长时间来一次？配备了多少专
用车辆？是分开运还是混合运？”今年 5 月底，
上海市市长应勇走进杨浦的一个老小区，了
解垃圾分类机制。应勇说，做好垃圾分类工
作，既是推进上海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也是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环节。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提升城市能级
和核心竞争力，必须一件件实事去抓，一项项
短板去补。通过面向全球、面向未来，努力实
现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既重视硬实力，又关注软环境，是上海在
提升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方面的基本原则。从
架空线的整治，到地铁的安全运行，再到垃圾
分类处理，今年上海在精细化管理方面，拿出
了当年搞城市建设的劲头，力求让所有工作
生活在上海的人们，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带
来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使上海成为具
有国际吸引力的宜居之都。

始终用改革开放的思路和办法，来解决
制约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提升的瓶颈难
题。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 28 周年，“吃改革
饭、走开放路、打创新牌”，成为这片热土上最
响亮的声音。

浦东的生物医药产业全国知名。过去，企
业的研发成果要变成生活中的“灵丹妙药”，
曾经路途漫漫。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
书记翁祖亮说，通过制度创新，浦东将药品上
市许可与生产许可“解绑”，让创新企业专注
于研发，做出的新药交给有资质的企业生产，
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大大提升。

“10 年、20 年后，上海拿什么参与全球
合作竞争？”——— 在多个场合，这个发问引起
了上海干部群众的深深思考。

坚持对标顶级、创造一流，对自身发展进
行再审视、再明确、再提升，一幅蓝图呼之欲
出：

通过近 5 年的努力，使得上海的城市能
级和核心竞争力大幅提升。在此基础上，再用
5 年左右，使得上海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具有较
大影响力。到 2035 年，上海要成为与我国综
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卓越全球城市。

以舍我其谁的决心、只争朝夕的状态，将
蓝图变为现实，上海正踌躇满志、奋楫争先。

(记者姜微、何欣荣、姚玉洁)

着力提升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上海迈向建设“卓越全球城市”新征程

蓝天白云下，绿油油的苜蓿开着紫
色小花，大型自走式悬臂喷灌机正在浇
灌草场；羊群围在两个圈舍里，传送带
自动给羊投食喂料；库房里，打草机已
经就位，主人准备收割苜蓿……额尔定
图的牧场展现了现代牧场的景象。

库房坐落在牧场一角，里面堆放着
玉米青贮、苜蓿、甘草、豆粕等各种饲草
料。按下电钮，库房里的粉碎机、搅拌机
嗡嗡地转动起来，精心搭配的饲草料经
过粉碎、搅拌，被传送到自动喂食带上。

额尔定图的家位于内蒙古自治区
杭锦旗锡尼镇附近的草原上，一家 3
口人有 4000 亩草场，另外还承租草场
7000 多亩。目前，他家喂了 1500 多只
羊，只雇了 1 名帮手。

“我小时候，父亲每天骑马放牧，
当时家里只有 130 多只羊，再多就管
不过来。按当年的水平管理我现在的
羊群，至少需要 8 到 10 个人，现在两
个人就能胜任。”46 岁的额尔定图自
信地说。

20 世纪 80 年代初，内蒙古各地
草场分包到牧户，随着机械、信息技术
的普及应用，全区牧业现代化水平和
劳动效率大幅提高，一些会技术、懂经
营的牧民率先脱颖而出，已经发展成
为像额尔定图这样的“现代牧场主”。

王楚格是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
塔班陶勒盖嘎查的牧民，不管身在何
地，他都带着手机，“有了它，牧场里的
情况一目了然”。

2016 年，王楚格在草场上安装了
一台旋转摄像头。他拿出手机向记者
演示，住房、羊圈和草场等视频画面十
分清楚，手指一点就可以给羊自动投
料、饮水，“再远的地方，只要有手机信
号，就可以操作。”

王楚格家有 3900 多亩草场和
300 亩饲料地，养着 400 多只羊。依靠
播种机、饲料粉碎机、自走式喷灌机、
自动喂食机和饮水机等众多设备，他
和家人把牧场管理得井井有条。

“过去牧民要冒着严寒酷暑到草
原上放牧，更不敢放下羊群出远门。现在，只要按按开关，手
机屏幕上点几下，足不出户就把活干了。”王楚格笑着说。

劳动强度低了，劳动力被解放出来，牧民们开始围绕牧
业发展各种经营项目。

额尔定图联合周围的 48 户牧民成立了合作社，每年收
购肉羊，再育肥、屠宰后出售。去年，他一共出售了 5200 多
只羊，其中屠宰后销售的有 3000 多只。

饲料配方是他在大学教授的指导下摸索出来的，由于
没有添加剂，是名副其实的有机羊肉。他说：“为了保证羊肉
质量，我每年控制养殖规模，每斤卖 57 元都供不应求，主要
是供鄂尔多斯和西安、北京等地的老客户。”去年，他家纯收
入近 40 万元。

“育肥一只羊的利润只有 100 元左右，如果屠宰分割，
一只羊的利润可以达到 300 元左右。”额尔定图告诉记者，
之前他找旗里的屠宰厂代工分割羊肉，减少了利润，今年他
和几个牧户投资 160 多万元，正兴建一个机械化屠宰车间。

日子一天天富起来，额尔定图家的生活条件也明显改
善。他的住房颇有乡村别墅的味道，在绿色草场一旁，几排
平房错落有致，正房室内装修精致，偌大的客厅里摆放着液
晶电视、消毒柜等电器、家具和花草。

早在 9 年前，他就在锡尼镇买了一套 160 多平方米的
楼房，前几年又买了一台高档的宝马轿车。目前，他的父母
和孩子主要在城里生活，他和妻子也经常回城里住。

王楚格投资 20 多万元人民币，在草场旁边搭了一大一
小两座蒙古包，夏秋两季开办“牧家乐”。记者看到，蒙古包
里铺着地板，有桌有炕，旁边摆放着平板彩电，可同时接待
近 80 人就餐。

他还经常到西安等地，利用闲暇在牧区经营二手车生
意。“去年算下来，总收入有 35 万元左右吧。”他含蓄地说。

2000 年，王楚格在鄂托克前旗政府所在地买了楼房，
不忙时就与家人去城里住。“跟过去比，一些牧民像我这样
变‘懒’了，生活却越来越好。”他幽默地说道。

(记者李仁虎、任会斌)新华社呼和浩特 6 月 2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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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26 日电(记者张辛欣、张
旭东)手机扫码即可驾驶出行，心有多远，路就
有多长。随着智能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完善，解
决限号和出行难题的共享汽车逐渐火了起来。
有数据显示，未来 5 年汽车分时租赁市场将以
超过 50% 的增幅发展。

“出生”已有一段时日的共享汽车，如今更
注重创新，更着眼于盘活存量，更瞄准消费升
级。共享汽车能否“驶向”新经济、新生活？记者
对此进行了调查。

提高用车效率，为城市拥堵做“减法”

提及共享汽车，人们并不陌生。统一的车
型颜色、鲜明的共享 logo、扫码即开的便捷模
式让以分时租赁为主的共享汽车成为城市中
的一道风景。考虑到市场培育和理念推广，共
享汽车起初几乎和新能源车“绑定”，不论汽车
厂商还是租赁平台，纷纷尝试以新增新能源车
的形式满足共享出行。如今，随着市场扩大、需
求升级，致力于盘活存量牌照，提高传统燃油
车使用效率的共享模式正在兴起。

咨询机构罗兰贝格预测，2018 年中国租车
市场规模将增至 650 亿元，盘活存量的新型共
享模式潜力巨大。

“我们希望提高用车效率，为城市拥堵做
‘减法’，这也是共享的意义所在。”共享汽车平台
途歌创始人王利峰说，途歌将社会闲置的租赁
号牌整合利用，配上奔驰、宝马等品牌和潮流
车型，不仅缓解用车难，也让出行变得更时尚。

有数据显示，我国私家车平均每天每辆车
闲置时间超过 20 小时。在盘活租赁牌照之外，
业内人士认为，激活更多车辆的“沉默成本”可

成为探索方向。一些租车平台已开始相应尝
试，分时拼车、接力用车等模式浮出水面。

朴先生的公司在北京东方广场，过去上
一天班停车费要花去上百元，如今，每天到了
公司之后，他会把车辆共享给别人使用，既省
下了“巨额”停车费，又提高了车辆使用率，帮
助了他人。“通过共享共乘服务模式，未来也
许人们不再需要拥有汽车，即便有，也可在没
有用车需求的时候共享给他人。”朴先生说。

专家认为，提高车辆使用效率，更需要加
大监管力度，特别是规范私家车使用和管理，
填补法律法规空白，让共享汽车“开得更稳”。

瞄准体验升级，为场景服务做“加法”

逐渐走俏的共享汽车，竞争也日趋激烈。
越来越多的平台瞄准体验升级，在场景和服

务上做“加法”。
让出行更加放心。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

的共享汽车多通过设置传感系统和上百个指
标，集合大数据分析监测、追踪车辆和驾驶状
况。算法和模型不仅实现“智慧”调度，也将根
据驾驶员行为习惯和车辆本身状况进行用车
排序，确保安全。

保险服务的创新，让共享出行更加安心。
此前，凹凸租车与太平洋保险合作，尝试将租
车车险与原车保险区分，采用租客按天购买
模式，减少用户损失。

让出行体验更好。诸多平台选择创新场
景服务，首汽 GoFun 出行首席运营官谭奕表
示，他们鼓励用户把闲置图书放在共享车里，
定期捐给有需要的青少年，还在降雨较多地
区的共享汽车内放置了雨伞。提供停车券、推
送周边商铺用餐券、发放电影“红包”……不

少共享汽车平台将出行与吃、住、娱乐充分融
合，打造“生活圈”。

房车、商务车等相继推出，让“说走就走
的旅行”变成现实。青岛公交集团今年引入了
50 多辆房车用于租赁，短短两个多月已有会
员 1500 多人，周末、小长假租车供不应求。青
岛公交集团房车旅游公司副总经理陈磊说，
今年底前房车数量将增至 200 辆，并推出老
人旅行、婚纱摄影等活动。

“共享汽车正由代步工具向体验式消费、
生活方式延伸。”青岛市委党校教授李光全说。

创新层出不穷，为想象空间做“乘法”

互联网总会颠覆人们对很多事物的认
知。共享汽车在便捷生活、升级体验的同时，
也成为科技创新应用场景和新经济、新管理
的“试验田”，承载了很多想象空间。

首先是数据技术。从车变成共享车，要解
决扫码开门的问题，核心是芯片、传感与大数
据。“不少人认为共享车需返回工厂进行大规
模的改装，然而一个智能设备，一台电脑就能
实现车与人的连接。”王利峰告诉记者，共享
汽车不仅是车联网应用终端，更是数据、人工
智能等践行场景。

无人驾驶的布局也在开展，加速推进共
享汽车从“人找车”变为“车找人”。近日，北汽
集团新技术研究院与北汽新能源轻享科技完
成了无人驾驶共享汽车在半封闭场景下的应
用测试。百度等也在寻找共享汽车领域无人
驾驶合作方，争取技术和数据入口。

以车为载体，一系列新管理模式和经济
形态就此展开。业内人士认为，共享汽车有望
通过大数据将车与车、车与路连接。基于数据
和算法分析，城市交通部门将更精准地进行
路况预测和疏导，出行质量也将提升。

此外，共享汽车延伸出的城市测绘、物流
派送等功能，也将塑造出全新的产业形态和
应用市场。“以共享汽车为代表的共享经济蓬
勃发展，不断缔造新的可能，将成为打开经济
新动能、社会新生态的钥匙。”李光全说。

新华社济南 6 月 26 日电(记者陈国峰)早
早把大蒜收完，鲜蒜还没干透，山东金乡鸡黍镇
西李村的王小存就把 16000 多斤大蒜以 0 . 9
元/斤的价格全部卖掉了。

收购价不到 1 元/斤，这是全国大蒜主产区
之一金乡县当前的大蒜行情。记者采访多名蒜
农得知，把人工、蒜种、化肥、地膜、浇灌等成本
折算下来，一斤大蒜卖到 2 元左右才能保本。

明显是亏本的买卖，王小存为啥卖得这么
干脆？记者从位于西李村西头的华光集团找到
了部分答案。

一进入收蒜季，华光集团的加工厂就开始
热闹起来，周边不少农民聚拢到这里。王小存卖
完大蒜后，和村里的其他男劳力来到大蒜收购
点，干些装车卸车的活，一天下来能挣二三百

元。王小存媳妇也找了个扒蒜皮、削蒜须的
活，手快的时候一天能挣 200 元。

大蒜价格的低迷并没有让金乡蒜农心慌
意乱。西李村 300 多户蒜农都可以到大蒜加
工厂或交易中心打工。

在距西李村不远的张寨村，种植户袁可
顺将 10 亩大蒜卖光后，选择到金乡周边的县
里收蒜。像王小存、袁可顺一样，种植大蒜不
再是金乡蒜农唯一的经济来源。当地政府部
门引导农民融入种植、收储、加工、销售等大
蒜产业各环节，亦农亦工亦商的“三栖”姿态
是如今金乡农民的明显特征。

蒜价波动因受全国乃至全球大蒜供给影
响，单靠一县之力实难解决，但可在保护种植
户利益问题上有些作为。金乡通过下力气发

展大蒜加工产业，为蒜农开辟了田间地头以
外的增收渠道。在金乡蒜农眼里，不存在“农
闲”时节，除了种蒜、收蒜，他们依托全县 700
多家储存加工企业，变身产业工人，一年四季
围着大蒜转。

实际上，金乡从大蒜种植环节就通过发
展套种、间作等种植方式，规避老百姓单靠种
蒜带来的收入波动。金乡县农业局副局长刘
子乾介绍，经过多年引导，当地蒜农已经习惯
在种蒜的同时套种棉花、辣椒、西瓜等作物，
即使种大蒜赔了也不会慌神，还有其他果蔬
顶上来。

王小存家 9 亩蒜田各拿出一半套种棉花
和青椒，一亩青椒可收入 3500 元，一亩棉花
能卖约 2000 元。

比起王小存，袁可顺还多了道“护身符”。
种了十几年大蒜的袁可顺已经连续三年投了
大蒜价格保险。
金乡县物价部门介绍，今年大蒜保险目标

价格为 1 . 7 元/斤，保险公司将根据 6-8 月监
测的平均收购价，对跌幅部分进行赔付。当地
将保费定为 140元/亩，蒜农和政府四六开，分
别承担 56 元和 84 元。目前，金乡大蒜投保面
积达 30万亩，约为全部种植面积的一半。

“前两年大蒜行情好，保险没有发挥作
用，今年这形势肯定能得到保险公司赔付。”
袁可顺气定神闲地说，像是吃下了“定心丸”。

眼瞅今年种蒜赔钱了，王小存开始意识
到大蒜保险的作用，“今年政府再号召的时候
肯定加入”。

蒜价跌穿成本线，这里的蒜农为啥不慌

手机扫码即可驾驶，共享汽车平台提供停车券、发放电影“红包”

租辆共享汽车出行，心有多远路就有多长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程程硕硕作作

新 租 客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6 日电(记者胡浩)全国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日前发布预警，提醒广大学生小心“回租贷”中的
陷阱，提高警惕，理性消费。

据报道，为逃避制度监管，部分网络借贷平台将“现金
贷”业务变身为“回租贷”，名为租赁，实为借贷，并将对象瞄
准在校大学生，严重威胁到学生权益，形成校园安全隐患。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醒广大学生，要了解熟悉金融
知识，理性分析贷款实际利率标准，不要心存侥幸、盲目信
任。要养成自强自立、艰苦朴素、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合理
安排生活支出，做到量入为出、理性消费。同时，要加强法律
法规知识学习，保护好个人信息和隐私，注意留存相关凭据。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发布预警警惕“回租贷”

“飞翔”在铁路线上的“小白鸽”

▲近日，在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通信段的电报所内，工长高宏（左）带领 2 名报务员分拣
电报。在信息化时代，电报这种传统通讯方式由于安全性
高，仍被运用于铁路系统。在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
公司呼和浩特通信段的电报所，10 名女性报务员担负着呼
和浩特局与其他 17 个铁路局 2 万多个车站间铁路电报及
国际联运电报的收发投递任务，日均收发电报 200 多封，被
称为“飞翔”在铁道线上的“小白鸽”。 新华社记者彭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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