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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理论界庆祝
上海解放70周年

本报讯 上海市理论界庆祝上海
解放70周年研讨会28日下午举行。
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上海理论社科界要勇于担当，
深入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努力
为上海的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高水
平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会议指出，上海解放、新中国成
立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上海理
论社科界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初
步形成了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
系；在推动思想解放、服务改革开放
中实现了上海理论社科事业的复兴
繁荣；在服务改革开放再出发中实现
了上海理论社科界的新作为。

会议要求，新时代，上海理论社
科界要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阐释，
努力为党和人民做大学问、做真学
问、做好学问，积极推动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融合发展、创新发展。
要进一步深化“上海研究”，加强对
上海解放、建设、改革以及未来发展
的深入研究，加强对上海如何高质
量、高水平服务国家战略、打响“四
大品牌”、建设“五个中心”、推进超
大城市党的建设等重大发展问题的
深入研究，更好服务上海和全国改
革发展。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慧琳出
席并讲话。

第二届进博会
档案工作全面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5 月 28
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城市
服务保障档案工作部署会暨首届进
口博览会档案进馆交接仪式在国家
会展中心举办，市档案馆与城市服务
保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商务委）签
署了首届进口博览会档案进馆交接
文件。

首届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
小组办公室向市档案馆移交的档
案共计 12862 件，其中文书档案
8764件，音像档案4041卷（件），实
物档案57件。档案收集齐全、整理
规范、质量优良，对于真实记录、完
整反映首届进博会的成功举办，并
为今后历届展会和其他重大活动
提供参考性依据和宝贵经验具有
重要意义。

围绕进一步做好第二届进博会
档案工作，会议强调，要重点更突
出，把握关键环节、关键部门、关键
时间，抓好收集工作这一重中之重，
特别要重视照片、音视频、实物和电
子文件的收集整理，进一步丰富优
化进博会档案资源。认真总结借鉴
在首届进博会档案工作中探索形成
的好做法、好经验，针对存在的问题
梳理对策措施，解放思想，创新方
式，促使进博会档案工作经验转化
为长效机制，探索形成重大活动档
案工作新模式，确保进博会档案收
集、整理、移交等各项工作顺利完
成，留下真实可靠、丰富完整、翔实
生动的历史记录。

原始创新展区中，上海天文台、
海底综合立体观测网大科学等装置
面向长三角开放共享，吸引众多长三
角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推动大科学
设施集群化发展。刚刚获得2018年
度上海科技进步特等奖的上海天文
台“65米射电望远镜—天马望远镜”
已实现对外开放，来自紫金山天文
台、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的长三
角地区十多家单位数十名科学家已
成功开展谱线、脉冲星等射电天文观
测，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科学成果。

“东太湖水生态感知网”是海底

综合立体观测网产业化项目在地表
水监测领域实际推进的技术应用项
目，是吴江区政府着力水环境、水资
源防治管理的重要水生态监测工程，
可实现对吴江东太湖水域、江浙交界
处、水源地（备用）、太浦河等范围内
水生态全天候、长期、连续实施高分
辨率和高精度的自动化观测，并通过
新技术新应用开展“智慧”水务管理，
增强区域太湖流域水源地防治能力，
为吴江“清水长流”提供数据支持与
保障。

技术创新展区中，上海市第一人

民医院的“长三角城市群医疗机构异
地分级诊疗应用平台”在三省一市的
10家单位开展示范应用，通过医疗
信息共享，实现涵盖智能分诊、有效
转诊、便捷就诊、规范随访等患者异
地就医的全过程的服务和管理，并开
展区域内专病的标准化评估。上海
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依托
G60科创走廊沿线的区域化优势互
补，以苏州和嘉兴两地作为上海总部
的延伸，借助区域化分工互联体系整
合优化各区域资源，形成集研发、生
产、营销和服务为一体的产业链。

长三角一体化创新成果展在芜湖召开

上海市科委组织55个项目参展

上海展示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成果。 受访者供图

由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举办的第一届“长三角一体化创新成果展”近日于安徽省芜湖国际会展中
心开幕。本届会展主题是“共享创新资源，协同创新驱动，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上海市
科委共组织具有长三角服务基础与积累的科技企业、高校院所55个项目参展，涉及大科学装置、高端
装备、生态治理、食品安全、医疗卫生、新能源汽车、科技服务等领域的创新合作，充分展示上海推动长
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成果。 青年报记者 郭颖

产业创新展区中，上海隧道工程
有限公司自主创新研制了“世界最大
断面的11.83m×7.27m城市轨道交
通类矩形盾构”，攻克了各类异形掘
进机的刀盘全断面切削技术，首创了
异型断面管片及中立柱一体化拼装
工艺，并全面提升了都市条件下异型
隧道掘进机的安全施工能力，成功应
用于宁波轨道交通工程；同时，上海
多家科技服务机构在助推长三角技
术市场发展，推动区域产业创新取得
不少成果，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在
全球布局14个渠道，长三角布局江
苏、安徽、宁波、太仓（筹）、余杭、南
通、昆山、绍兴等八个分中心，帮助当
地嫁接上海和国际技术转移资源。

“科创帮”在宁波、绍兴、苏州、芜湖等
地建立区域运营中心，对宁波鄞州科
技大市场2.4万家企业进行会员制管
理，挖掘和服务当地企业技术创新需
求。“迈科技”搭建包含江浙沪所有地
级市在内85个城市的科技服务合伙

人网络，整合2.1亿科研信息与520
万专家信息。

共享合作展区中，重点展示了
“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系
统”“基于即时检测、快速伤情评估
与实时监测的长三角突发事件应
急救援”“蔬菜中农药残留快速、高
通量检测技术的研发及在区域食
品安全追溯体系中的示范应用”等
多个服务民生的长三角协同创新
项目。

创新驱动发展，协同共享未
来。多年来，上海与长三角兄弟省
市不断强化协同创新力度，在区域
科技合作、科技资源共享、技术市场
共建等方面积极探索，基本形成全
方位、立体化的长三角创新协同体
系。在标准上更加强调对标全球视
野、国际标准；在目标上更加强调顶
层规划，高起点布局；在手段上更加
重视长三角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
建设、科技资源共享互通、创新领域

跨区合作，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合作
的频次、活力不断得到激发。自
2014年以来，上海布局长三角科技
攻关项目 131 个，财政投入 11705
万元。今年4月26日，长三角科技
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正式开通，足不
出户纵览长三角科技资源信息并预
约使用，长三角平台上已整合区域
内1195家法人单位的26733台（套）
大型科学仪器设施，总价值超过307
亿元；后续还将继续整合机构、人
才、文献、科学数据与科技资源；在
功能定位、运营机制、服务体系和资
源集聚等方面进一步开拓创新。
2018年上海技术合同流向长三角的
交易额达到172.79亿元，占输出总
额百分比14.1%，长三角交易额增长
幅度超过263%。未来依托我国经济
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
最强的长三角城市群，上海将主动
融入、主动服务，携手打造长三角联
通世界的创新创业大舞台。

科技服务机构助推长三角技术市场发展

大装置面向长三角开放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