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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英汇聚，乡情里谋发展
当天召开的“京英汇聚，通向未

来”南通州双招双引（北京）洽谈会，
是一次增进友谊、加深了解的聚会，
更是一次展望未来、共话发展的盛
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子制造研
究院院长、教授潘曹峰是通州十总
镇人。在当天的洽谈会上，潘曹峰
被聘任为通州招才引智大使。聊起
家乡的发展，他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我会履行招才引智大使的职责，响
应家乡的号召，支持家乡、建设家
乡，推动校企合作，招引更多优秀人
才一起为家乡的发展努力奋斗。”

在北京，有一批和潘曹峰一样
的通州儿女，他们事业有成、不忘
桑梓，积极为家乡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智慧与力量。桑达股份党委书
记、董事长司云聪是通州平潮人，

在外闯荡多年，始终心系家乡发
展。在这次聚会上，他围绕未来发
展，积极为家乡建言献策：“要积极
培育产业发展的新动能，统筹推进
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
来产业培育，聚焦智能装备、低空
经济等领域，加快推动数据要素的
价值释放。通州有着独特的区域
优势，可以借鉴苏州昆山的成长之
路，加强与上海、粤港澳、京津等区
域的合作，探索高质量发展的通州
路径。”

近年来，通州通过借力北京在
人才、科技、资本等方面的资源，重
点推动了一批科技含量高、发展潜
力大、市场前景广的项目加快落地
进程，中国航天、中航工业、中国电
科、中国华电、国科控股、中国供销
等央企国企纷纷在通州布局，为通
州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招才引智，敞开门纳英才
7月2日，上海交大南通先进技

术研究院在通州揭牌。研究院将聚
焦新材料、智能装备、绿色海工、通
用航空等领域，开展技术合作、成果
转化、高科技企业孵化及创新创业
人才引育等合作，为南通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智库支持和创新动力。

近年来，通州加大以政策、平
台、服务等资源聚才引才的力度，通
过创新人才评价、升级引才模式、优
化服务保障，构建引才留才育才良
好生态，将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今年以来，全区新引进高层次
创新创业人才项目91个。

政策环境是吸引人才落地生根
的重要保障。2023年底，通州配套
出台人才新政3.0实施细则，形成以
人才新政3.0为主体，人才引进综合

补贴、科技孵化器管理等为补充的
“1+16”人才政策体系，新政实施以
来共发放各类津补贴3520万元。

“产才融合”才能“产才共兴”。
通州构建“政府+高校+企业”引才模
式，发布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光伏、
储能等重点产业链人才发展需求，连
续十九年举办“高端产业与高层次人
才项目合作洽谈会”等引才活动，邀
请高校院所专家、知名企业负责人等
来通考察洽谈，主动出击招引高端人
才。区镇联动举办“十链百校千企”
招才引智活动，推动高校科研成果供
给侧与企业人才需求侧精准链接，
实现产业与人才良性互动。

招商引资，走出门强攻坚
10月 9日，南通高新区重点项

目签约活动举行，总投资55.2亿元
的 9个项目签约。今年以来，通州

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推动发展的第
一抓手，全面推进“重大项目攻坚突
破年”活动，招商引资工作取得阶段
性成效。

上半年，通州新签约并注册 5
亿元及 3000万美元以上重大项目
45个，计划总投资306.55亿元。三
季度，全区新签约注册项目56个，
计划总投资384.45亿元。今年，通
州开展常态化招商，1-9月份累计
举办各类招商活动158场。

与此同时，通州坚持开展常态化
招商培训，邀请新型电子元器件、光
伏储能、汽车电子等领域的专家授
课、点评，着力提升招商人员项目追
踪、甄选、洽谈、服务等专业能力。
坚持深化市场化招商，坚持重大产业
项目专班服务，优先考虑重大制造业
项目，围绕项目选址、用地保障等，
及时研究会商，做到应保尽保。

南通通州：
双招双引风正劲，“通”向未来动能足

志合越山海，携手启新程。在10月27日
举办的“京英汇聚，通向未来”南通州双招双引
（北京）洽谈会上，150多位领导专家、企业家代
表聚在一起，共叙友谊、共商合作、共话未来，
20个投资体量大、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的
产业项目和人才、校地合作项目签约。

双招双引，即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是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的动力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强引擎。近年来，南通通州把“双招双引”作为
经济工作的第一战场，大抓项目招引、大抓人
才引育、大抓服务保障，项目、资金、人才等要
素资源持续汇聚，释放高质量发展澎湃动能。

通讯员樊希萌陈海峰王茜童轩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花宇

近年来，电影市场重映热潮不
断。《哈利·波特》系列电影正在重
映，取得不错的票房成绩。10月
28日，又有经典电影传来重映的
消息——电影《海上钢琴师》官宣
将于11月15日重映，并发布重映
海报。

《海上钢琴师》由朱塞佩·托纳
托雷执导，蒂姆·罗斯、比尔·努
恩、梅兰尼·蒂埃里主演，1998年
首映。该片改编自亚利桑德罗·
巴里克的文学剧本《1900：独白》，
影片描绘一位弃婴“1900”在“弗
吉尼亚号”邮轮上被收养、逐渐成
长，未曾踏上陆地却展现出无与
伦比的钢琴天赋，自此成为传奇
钢琴家并与钢琴相伴一生的故
事。

作为朱塞佩·托纳托雷导演的
“时空三部曲”（《天堂电影院》《海
上钢琴师》《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之一，《海上钢琴师》曾狂揽20余
项全球各大奖项及提名。

2019年 11月 15日，《海上钢
琴师》4K修复版首次登陆内地银
幕，收获1.43亿元票房，对重映影
片来说是一个不错的票房成绩。
《海上钢琴师》目前豆瓣评分高达
9.3分，被不少影迷称为打动人心
的经典之作。 据红星新闻

《极地穿梭》并不是黄蓓佳
的第一本科幻小说。2023 年 9
月，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以下简称“苏少社”）出版了她
的 首 部 科 幻 作 品《黎 明 动 物
园》。这部小说讲述了一只被植
入了脑机接口电极片的黑猩猩，
在动物园被战争波及，被迫将动
物转运至非战之地时，通过自己
超强的学习能力拯救了整个转
运车队的故事。作品在推出后
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好评。

一个在现实题材创作领域
收获颇丰且拥有几代读者粉丝
的作家，为什么会忽然“转换赛
道”，投入科幻小说的写作中呢？

对此，黄蓓佳曾经解释过，
自己创作科幻作品并不是跟风，
而是夙愿。她说：“我小时候就
很喜欢读科幻作品，比如叶永烈
先生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我还
喜欢看像《十万个为什么》这样
的科普知识读本。经典科幻电
影《E.T. 外星人》我也非常喜欢，
从此知道了科幻作品还可以这
么呈现——表现出让人动心的
温度和人情味，仿佛未知世界的
一切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在

我们身边发生。很多年之后，另
一部让我难忘的科幻电影是《星
际穿越》。看到科学家历经艰险
返回地球重见家人的那一幕，我
感慨一部科幻电影除了表现‘探
索’和‘拯救’的宏大主题，还可
以淋漓尽致地展现人类情感中
浓烈到极致的‘爱’。我于是发
愿要写一部科幻作品。”

在她的新作《极地穿梭》中，
被程序员父亲训练出的AI程序
在与主人公五年级男孩修小虎
视频时，不仅惟妙惟肖地“扮演”
了修小虎的妈妈，还向修小虎和
他的同学展现了妈妈所在的北
极冰原科考站的一系列景象。

黄蓓佳曾说：“我欣赏的儿
童文学作品，不仅要情节有趣，
还要能在阅读之后，给孩子们留
下些什么，或是一些知识，或是
关于人性的一些认知。这样，阅
读就不仅仅是消遣，还能读有所
得。”这一点，在《极地穿梭》中也
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新作中，黄
蓓佳对如何在儿童长篇小说中
自然生动地讲述科学知识做了
极富创造力的尝试。

《极地穿梭》的主体部分依

旧是黄蓓佳最擅长的当下生活：
患有阅读障碍的内向男孩、四十
岁失业再就业的程序员爸爸、完
美主义且有轻微强迫症的班主
任、动物园三天两晚的研学活动
等等，都是对当下孩子在学校、
家庭生活现状的真实描摹，这让
小说极具时代感、现场感。

别具一格的是，作家在现实
叙事的基础上，通过视频连线的
方式，加载了一个奇幻的极地冰
原世界，让作品形成一种“当下
—远方”的巧妙对应。

这是一部知识性与儿童性
并生共长的长篇小说佳作。作
家通过巧妙的设定，在充分书写
儿童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开创性
地加载了一个奇幻的世界，让作
品形成一种“当下—远方”的巧
妙对应。神秘的极昼极夜、可爱
的北极熊宝宝、极地小城朗伊尔
一年一度的太阳节、科考巨轮的
冰上漂流……种种奇幻又壮美
的景观风物，拓宽了读者的视
野。贯穿全书的AI 技术，体现
了科技发展对现实生活的改变
和观照，让该书具有拥抱科学、
融入未来的超凡意义。

黄蓓佳推出长篇科幻新作《极地穿梭》

将AI奇幻世界加载进孩子现实生活
影史经典再登银幕

《海上钢琴师》
11月15日重映

“一切都很古老，一切都很年轻，只有爱和希望，是这个世界上亘古不变的永恒。”在江苏
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极地穿梭》的结尾，著名作家黄蓓佳深情地写
道。这部洋溢着浓郁科幻色彩的作品，将冰封的北极冰雪世界、先进的AI科技与当下少年
的生活巧妙融合，具有拥抱科学和融入未来的超凡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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