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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中管理方面，区商务委突出信

息动态跟踪。区商务委在商业保理试点

伊始就发布了《浦东新区商业保理试点

期间监管暂行办法》，系全国首部。

同时，区商务委研制开发了全国首

套《商业保理业务信息监管系统》，运用

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商业保理企业的监督

管理和重大事项的报告制度。该系统构

建了融资信息管理查询平台等，对商业

保理企业的资金来源、融资杠杆比例等

11个关键指标设置风险警示点，便于监

管部门及时发现问题，控制风险，实现了

对商业保理的动态监管。

在事后监管方面，则主要加强行业

自律和第三方管理。记者了解到，区商

务委借鉴国际经验，于2013年成立浦东

新区商业保理专业委员会，2014年成立

浦东商业保理行业协会，通过行业协会

加强保理企业的自律管理。

此外，新区还开展了商业保理企业

的第三方信用评级，以此来持续监测企

业情况。区商务委委托央行上海总部，

通过招投标方式遴选出上海新世纪资信

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和中诚信国际信

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这两家信用评级机

构，对注册在浦东的商业保理企业进行

信用评级，通过第三方机构的评级，客

观、公正体现保理公司的综合水平及经

营情况。

■本报记者 蔡丽萍 浦东报道

昨天下午，浦东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举行第五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新一届协会会长及理事会成员，并

在协会设立监事，加强诚信自律建设。

新区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成立于

1993年，现有会员企业 2066家，包括通

用汽车、福特、巴斯夫等200多家跨国公

司地区总部，曾获得“上海市优秀社会组

织”称号。22 年发展，协会围绕浦东经

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坚持承接政府购

买服务与主动创新服务并举，为优化浦

东外商投资环境作出努力。、

协会每年策划组织各类活动达 160
多次，保持“三天两次”的活动频率，每年

参加活动人数超过 1万人次；协会还承

担了政府委托的联合年报、投诉协调、数

据统计等多项工作。

协会新任会长、美国都福集团亚太

区总裁张岳鹏表示，未来协会将搭建更

开放的平台，运用“互联网+”的技术手

段，把总部经济共享服务中心的创新集

成服务再提升，通过提供精准、高效的服

务，提升协会的专业服务能力，提高会员

企业的参与度。

市社团管理局、区人大、区商务委、

区民政局等相关部门领导和350多家协

会会员代表出席会议。

■本报记者 蔡丽萍 浦东报道

日前，第五届“光荣与力量——感动

上海年度十大人物评选活动”正式启

动。记者从浦东区委宣传部了解到，今

年浦东有 3人入围，包括 4位老人的“好

女婿”卢伟栋、全国知识产权法律领域的

领军人物游闽键、“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鲍鹏山。

本次活动以2014年8月至2015年7
月年度周期内本市涌现的事迹突出、精

神可嘉、社会认可、影响广泛的模范人物

和先进集体为评选对象。目前共有 65
个先进典型成为基础候选人，从推出过

的市级重大典型、本市推荐的全国道德

模范候选人、本市主要媒体集中报道过

的“星期一典型”人选、2014年度上海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好人好事获奖者、《走

近他们》典型宣传栏目刊播的先进模范

中选出，广大市民也可结合实际积极推

荐其他候选人。

本次浦东有 3 人入围，他们在各自

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上海浦东钢铁有

限公司退休职工卢伟栋几十年如一日，

尽心赡养、细致照料脾气不好的继岳父、

继岳父的姐姐，还有爱人单位里的一对

孤老夫妇，他的孝心善行让 4位老人安

度晚年生活，今年卢伟栋入选2015年度

全国孝老爱亲模范候选人。上海市协力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游闽键是

全市乃至全国知识产权法律领域的领军

人物，代理了知识产权案件 3000余件，

发起设立了上海文创知识产权调解中

心，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自贸调

解经验。上海开放大学教授、央视《百家

讲坛》开讲学者鲍鹏山，在浦东图书馆开

设公益讲座。2013年，他创办公益项目

“浦江学堂”，免费为小学二到四年级的

学生开讲国学经典课程。

台风“苏迪罗”带来美丽朝霞

感动上海十大人物
评选启动

浦东外商投资企业
协会换届选举

浦东商业保理
新业态显露雏形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昨天，上海市辖内互联网金融行业的

自律组织——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

会揭牌成立，落户浦东新兴金融启航基

地。记者从协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成立

大会上获悉，证通股份董事长万建华当选

为协会首任会长，国泰君安董事长杨德红

当选为常务副会长，聘任王喆为协会秘书

长兼首席专家。

“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的成立，标

志着上海互联网金融行业迈入规范发展、

有序合作的新时代。”协会首任会长万建

华表示，“希望借助协会这一平台，在互联

网金融行业自律、信息交流共享、维护会

员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搭建会

员共同成长的互联网金融生态圈，积累一

批具有推广意义的互联网金融发展经验，

更好地促进上海互联网金融行业健康发

展。”

记者注意到，与其他同类行业协会相

比，“融合”是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

的一大特色。目前，协会已有会员单位

150余家，既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

行业的持牌金融机构，也包括互联网支

付、P2P个体网络借贷、网络小贷、股权众

筹、互联网基金销售、金融资讯与征信服

务等新型金融领域的相关企业，体现了互

联网金融跨界融合、开放创新的特点。

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首秀是

发 布《上 海 互 联 网 金 融 发 展 报 告

（2015）》。该报告指出，上海市互联网金

融行业门类齐全，第三方支付、网络融资

中介、网上金融产品销售、金融资讯服务、

信用信息服务等各类互联网金融业态在

上海均有不同程度发展；在沪银行、证券

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持牌金融机

构也纷纷向互联网金融、移动金融领域拓

展，并取得阶段性成效。

同时，上海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水平

总体较高：国内首家持牌互联网金融机构

众安在线保险公司落户上海；阿里、百度、

万达、光大、京东、唯品会、携程、盛大和网

易等国内知名企业纷纷将其互联网金融

相关业务板块落户上海，或在上海设立网

络小贷公司等互联网金融企业；银联、支

付宝、快钱、汇付天下等主要的第三方支

付企业汇集上海，上海占有国内半数以上

的第三方支付业务量；陆金所、拍拍贷、点

融网、青橘&筹道股权、爱创业等网络融资

平台设在上海；东方财富、诺亚财富和好

买基金等 15家企业获得第三方基金销售

牌照；万得信息、大智慧等国内领先的金

融资讯企业集聚上海。

同日，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

还与上海金融信息行业协会共同发布了

《上海个体网络借贷行业（P2P）平台信

息披露指引》，规定个体网贷企业应披

露主体信息、业务信息、产品信息和财

务信息等。

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浦东揭牌
将搭建互联网金融生态圈

连日高温天气将缓解。今天起，受今年第13号台风“苏迪罗”的外围影响，浦东将出现大风阵雨天气，同时高温得以缓解，持续
10天的高温天气告一段落。受“苏迪罗”影响，前天开始上海的天空产生了云层，并出现美丽的晚霞。昨天早上的朝霞更是无比璀
璨。 □本报记者 黄静/文 东方IC/供图

■见习记者 徐阳 西藏报道

2013年，根据上海“一区对一县”的援

藏政策，浦东对口支援江孜县。接到前往

江孜的任命后，被选中的9位浦东援藏干部

随即展开思索：援藏工作如何切实为当地

谋得福利？“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不

久，江孜小组的干部们摸索出了答案。

初到江孜，来自浦东的干部们通过调

研发现，江孜县是从拉萨到日喀则的必经

之地，拥有宗山、白居寺、帕拉庄园、紫金藏

王宫遗址等著名景点。景点资源可谓丰

富，如何对其充分利用，让江孜从旅游过境

地变为目的地？“我们选择重点突破，带动

起人流后，再将效应辐射，形成自我供血的

良性循环。”江孜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张

裔透露，经过深入考察后，江孜小组决定以

帕拉庄园作为突破口。

帕拉庄园是西藏大贵族帕拉家族的主

庄园，全称帕觉拉康，距离江孜县另两处文

化古迹——白居寺和江孜宗山城堡不远。

江孜小组选择它，不仅因为其现存数量少，

更因为在政教合一的旧西藏历史上，帕拉

家族是绕不过的代表势力。

据考证，帕拉家族起源于不丹，后因内

乱迁到西藏，因率五百户丁返藏有功受封

江孜重孜沙鲁地方作为薪俸。到十九世纪

末，帕拉家族在江孜县、拉萨、白朗县、亚东

县、山南等地区拥有 37座庄园、1.5万余亩

土地、12个牧场、1.4万余头（只）牲畜、3000

多名农奴，成为西藏十二大贵族之一。家

族兴衰史中，先后有 5人担任过西藏地方

政府的噶伦，总管西藏行政事务。

岁月长河、家族兴衰，作为旧西藏历史

信息的载体，帕拉家族蕴藏着太多旧西藏

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宗教习俗等宝贵的

历史信息，是人们认识旧西藏封建农奴制

度、揭露旧农奴主贵族奢侈腐朽生活的见

证。然而，这些都是文字形式的史料记载，

如果能够重现当年颇为壮观的帕拉庄园

呢？如此直观的文化冲击，或许能够成为

江孜自我造血的动力。

很快，帕拉庄园整体环境整治及后花

园复原项目由上海市第七批援藏小组投资

250 万元，对游客停车场、休闲广场、旅游

服务中心等进行改造，对帕拉庄园前后花

园进行环境整治及绿化美化，恢复原庄园

后花园内的接待室、庄园厨房以及电影《红

河谷》的取景场所等，新增庄园文化体验

馆。如今的帕拉庄园，生动再现帕拉家族

当年的豪华生活场景。

两年前，张裔在出发前就表示，有信

心通过三年努力，真真切切使江孜从旅游

过境地变为旅游目的地，通过游客在江孜

的衣食住行来推动江孜经济社会的发

展。如今两年过去，由于帕拉庄园项目的

实施，提升了全县整体人居环境，带动了

全县其它旅游项目发展，当地农牧民也因

此增收，离江孜打造旅游型小城镇的目标

日益接近。

让江孜从旅游过境地变目的地

浦东援藏：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雪域风情日记 江孜篇

说起援藏，最原始的问题应该是，到底什

么样的地区需要被支援？浦东对口支援的江

孜是什么样的？一路上，我深感好奇。

在去江孜前，我们浦东媒体代表团在拉

萨还有些事办。两天在拉萨，看到拉萨的路

不算宽，也不算窄；拉萨加油站有93号油，也

有97号油；拉萨路上的车不算多，也不算少，

晚饭时间几条交通要道也会出现堵车。比

起上海，拉萨绝谈不上繁荣，但是要与“援

藏”联系起来，我却无法产生强烈共鸣。

在拉萨的工作结束后，我们浦东媒体代

表团驱车前往江孜。国道边上是雅鲁藏布

江，江滩上的树木十分挺拔。本地人介绍，

雨季时它们被江水覆盖，在水中飘摇，而在

雨量不足的年头，它们则在光秃秃的土地上

抬头挺胸。在雅江分叉后便是一路的山脉

连绵，大片的青稞地，零星出现的土砖房。

行至半程，早已乌云密布的天空终于下起了

大雨，然而在这条通往江孜的单车道上，仍

有藏民赶着牲畜，在茫茫山脉与来往车辆之

间，朝远方走去。当时，我只感到自己太幸

运，能坐在防风防雨的车中，安逸地前往目

的地。

就在我慢慢习惯车窗外的壮阔风景时，

眼前逐渐出现低矮的楼房，下午5点，街边的

杂货店已经关门。汽修店大大的招牌有些

褪色，透过店门铁栅往里望去，却是空荡荡

的，没车，只有几只破旧的轮胎。我以为这

里是寻常高速路边会出现的“驿站”，驾驶员

却在此时开口，“江孜到了”。

这就是江孜吗？这就是浦东援藏干部

们努力建设的未来旅游小镇吗？不由回到

最初的问题：这就是被支援的对象吗？在浦

东做新闻工作，我知道江孜小组的援藏工作

已经结出了不少硕果：不论是农业发展、实

景剧拍摄还是文化景点改造等等。然而，下

午5点的江孜街道仍显得萧瑟。这时，我们

的车行过县城小道，有三四个孩子在路边笑

着向我们敬礼。我绝不敢当，我猜他们是看

到车上的浦东标志，所以敬礼给那些援藏干

部们。我知道当地的孩子们是感受到了福

利，因为孩子们最真诚。

然而，罗马并非一日建成，对于援藏工

作者，孩子们的敬礼是最好的督促，也是最

好的安慰。我愿援藏干部们不仅要“输血”，

更要“造血”，我愿江孜有天能像雅江边上的

树木，不用依靠外力，自有其办法茁壮成长。

（特派见习记者 徐阳）

江孜孩子的敬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