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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施工图变实景画“最后一公里”
宋宁华

让科创成“关键变量”

市政协委员
谭黎敏

创建数据生态圈

新民眼

构建漫展监管体系

本报记者 方翔 解敏 见习记者 陈佳琳 整理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优化门诊就医流程

打造国潮文创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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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
更陡。今年是完成“十四五”目标任
务的关键一年。提高政策措施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打通落地落实的“最
后一公里”，是上海高质量发展和现
代化建设的有力支撑。在上海两会
会场，代表们“抛”出一个个从实践
中发现的裉节问题，探寻破题之道。

上海背靠长江水，面向太平洋，
长期领中国开放风气之先。对标国
际规则，深化改革、扩大制度型开
放，是上海经济“百尺竿头更进一
步”的重要基石。上海两会召开期
间，《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
案（    －    年）》（以下简称《方
案》）新鲜出炉，成为会场上的热点
话题。市人大代表吴群峰对《方案》

中金融开放的内容充满期待。说到
临港离岸金融，他透露，最近在和一
家全球   强企业商谈，这家外企
有意将境外的全球资金管理搬到上
海临港来，但希望这部分业务参照
货币兑换、跨境支付等国际规则来
开展业务。对于“走出去”的国内企
业，对标国际规则的呼声同样迫切。

更高水平的开放，不只是前端
的放开，更需协同创新，破解开放后
的裉节问题。市人大代表黄建忠打
了个形象的比方，“如果说高质量发
展是行稳致远的一辆车，高水平开
放就是澎湃动力的油门。”他认为，
新时代高水平开放的核心要义是围
绕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开展的制
度型开放，以“边境后措施”为主。
下一步上海制度型开放要突出的一
个重点，就是在服务贸易的负面清
单和数字贸易领域率先突破。

上海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
用，一批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令人
关注。但它们起到的远远不止风向
标的作用，人们更期待“苗圃”加速变
“森林”，放大突破之后的改革效应。

去年，沃尔沃建筑设备作为上
海自贸试验区首批试点企业，首次
获得了再制造产品进口订单。这项
全国首创的政策试点，打破了困扰
再制造企业多年的“洋垃圾”政策瓶
颈，打通了再制造企业的进口和销
售通道，有望在中国“点燃”全球认
可的绿色低碳制造产业。为此，市
人大代表田春华建议，运用浦东新
区法规制定权，出台《上海市促进浦
东新区工业领域绿色再制造若干规
定》：“通过立法的方式促进浦东绿
色再制造产业发展，主动构建具有
前瞻性、可操作性的绿色再制造法

律制度，可以填补相关层面立法空
白，为国内同类产业发展发挥引领、
带动和示范作用，支持上海夯实全
球资源配置功能、高端产业引领功
能和开放枢纽门户功能。”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
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拼出来、
干出来，归根究底依靠人才。上海要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多名人大代表
为各类国际化专业人才培养鼓与呼。

市人大代表孙慧认为，涉外法
律人才除了要具备扎实的法律基础
知识之外，还需要具备国际视野、跨
国文化交流能力以及优秀的外语能
力。“建议把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时
间节点往前移，比如让一些专业性
的法学院和高中合作，提早筛选合
适的人才。”市人大代表李俊兰在为
上海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叫好的同

时，也在实践中发现，上海区域空间
较大，比如，有的人家住青浦却在张
江上班，通勤距离远，想申请人才公
寓，却受制于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不
超过  平方米等标准。由于土地
稀缺，有的租赁性人才公寓建设单
位为了完成套数要求一哄而上造小
房型，预计未来将产生供需的不平
衡。“建议政策在推进过程中先局部
试点，根据实践情况灵活调整，把有
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

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难的
骨头，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
兵、创新发展先行者，这是中央对上
海寄予的厚望，也是上海对全国改
革开放大局的担当。敢于直面问
题，坚持迎难而上，协同合力、扎实
推动一个个问题迎刃而解，施工图
变为实景画的“最后一公里”终将成
为通途。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突飞

猛进，上海要紧紧扭住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这个“牛鼻子”，让科技创新“关键变量”成为

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首先，应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持续推进重大项目落地、高端产业布局；其

次，要强化高层级创新平台基地建设与国家

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

业建设的一体化布局，加速推动技术产品化

和成果产业化；第三，要聚焦上海-长三角科

研院所集中的优势资源，用好“点兵配将”模

式，引导高层次创新人才集群发展，为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提供高质量“智囊团”支持。

去年，CP29（第  届       “漫画向

上”动漫展）一天吸引23万青年观众的盛

况，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当前，以动漫、游戏

等流行文化为要素的集市、展览、演出等活

动，年度受众成百上千万，但现有的展览、展

出、演出等“传统”行业管理办法已经不能完

全适应。

建议尽快出台“以动漫、游戏等流行文化

为要素的社会活动内容备案制度”。依托动

漫行业协会，构建这一类社会活动的监管体

系。邀约涉及相关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专

家、学者、实干者等参与内容标准体系制定。

事前应开展内容申报、备案管理，事后开展评

优活动，形成内容导向，鼓励健康向上的原创

IP，并对违规行为制定相应惩罚措施。

为加速发挥健康医疗领域数据要素的放

大、叠加、倍增作用，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丰富数据要素应用场景，按照“原始数据不

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要求，制订健康医疗

领域数据开放的原则和方法。

允许以模型、核验、算法、试验等数据二

次加工，形成产品或服务的形式向社会提供

数据价值。允许数据生产方直接运营或授权

运营其数据，尤其涉及患者诊疗和医保支付

数据的授权运营，需明确授权主体、授权条件

和程序、数据范围、数据运营平台建设和使用

机制、运营单位行为规范要求，以及数据授权

运营的评价和退出机制等内容，探索用于产

业发展的数据有偿使用。

近期，多家儿童医院门诊量不断攀

升。“输液一次只开一天药量”，儿童需要持

续多日的输液治疗，不得不每天重复挂号、

排队，费时费力，还加重医疗资源的负担。

建议优化门诊就医流程，对于确定病

因需要输液的病人，一次开3天药，医院单

独设置“补液门诊”等，3天后再挂号检查

复诊。一次挂号管7天，7天内同一医院、

同一院区、同一科室、同一级医生复诊不用

再收取挂号费。健全基层社区交流合作机

制，医联体（医共体）治疗方案（处方）系统

共享，方便患者就近诊疗，并按照疗程挂

号，简化就医输液流程，惠及民众。

本报记者 沈月明 杨洁 张钰芸 整理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上海是中国现代漫画的历史之源。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漫画发展的黄金

时期，天祥里（黄陂南路   弄）等成为其

中独特的现象级存在。这里是中国现代漫

画家的孵化器，也是海派文化时尚潮流的

发酵地。当下，中国漫画艺术的变化发展

具有更多元形态，诸如漫画艺术、动画艺

术、插画艺术、公共艺术等媒介，这些具有

特殊意义的地方，城市更新中应加以关注。

建议漫画与“国潮文化”相结合，在海

派艺术的大架构下，为天祥里等街区改造

焕发全新生命力，在“海派漫画”的基底下，

融合属于年轻群体的潮流文化，打造一个

全新的国潮主题商业街区。

近年来中小学人工智能科普教育和课

程质量有了较大提升，然而作为一门自然

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学科，人工智能科

普教育目前还存在着师资不足、课程碎片

化、课程内容忽略跨学科能力等问题。

建议通过建立数字教育资源共享平

台，为中小学提供人工智能教育模型库、工

具集等，加强伦理教育，同时建议将人工智

能和中小学的科学、数学等学科有机融合，

让青少年尽早打好科学基础。鼓励企业、

科研院所等积极向社会开放、输送科普资

源，以专家学者进校园的方式弥补在校师

资的缺乏，为青少年创造走进科技企业、科

研院所的机会，使他们了解产业发展现状，

将科学知识与实际问题相结合。

这是一届“繁花盛开”的

两会。无论人大代表还是政

协委员，都有很多议题涉及《繁

花》。我不确定“繁花”会留给

上海什么，但我觉得特别有价

值的一点，就是让大家重新

认识到保护上海话的重要性。

《繁花》开播后，各个视

频平台的沪语博主“一夜繁

花开”：从老克勒到小朋友，

从外地人到混血儿，还有很

多嗲嗲的“小姐姐”。

传承和弘扬上海话，仅

靠沪语博主并不现实。首先

这些视频大多数并不适合儿

童观看，另外博主的语言表达

有一定的局限性，生活气息

浓郁的词句也很少能听到，

如果你仔细看视频平台下面的留言，

十有八九会有：“你讲的上海话不标准”。

“不标准”其实是当下沪语的常

态，《繁花》里的沪语就不标准。又如，

你看我们的视频栏目“江江三人行”，

那个  后“能总”，  句里至少有 句

是有问题的；那个“  后”小陈，很多

人问我她是不是外地人。

传统沪语传承有序，内涵丰富，语

调动听，失传了确实可惜。但时至今

日，能讲一口“道地”上海闲话的人已

少之又少。

所以我建议尽快把沪语标准化。

虽然语言是变化的，但就像我们学英

语，总要有相对统一的教材或标准。

这个标准，不能一两个专家说了算，也

不能一本“网红”词典说了算，要有深

入的研究和广泛的讨论。

昨天有政协委员提出利用大语言

模型，生成一个永不下线的  “沪语老

师”。想法很不错，但谁来训练这个  

“老上海”有讲究。记得好几年前，遴

选郊区方言传承人时有几个标准，比

如  岁以上、没离开过家乡等。我想

对于谁是“地道老上海”，应有一套更

复杂、更精确的标准。

讲到底，传承沪语，要像保护大熊猫

一样，有长期的规划，有科学的手段，有

群众的参与。最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儿

童对传统文化、家乡语言的兴趣和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