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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以法律保障“爱心”不被滥用
方 翔

今日论语

本报讯 以“跨越山海，申情帮购”为主题

的2024年上海市对口地区特色商品展销会，

昨天在上海展览中心开幕。上午，市委书记

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来到展销会

现场，察看对口地区特色商品，了解消费帮

扶工作推进情况。陈吉宁说，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

援的重要指示精神，携手对口地区强化优势

互补、发展互动、市场互联，持续做好产业

培育、品牌打造、产销对接的大文章，不断优

化完善消费帮扶长效机制，推动更多“土特

产”提质升级，走进上海、走向更广阔市场，让

脱贫攻坚成果更加稳固、乡村振兴成效更可

持续。

作为上海消费帮扶的重要平台和为民

办实事项目，此次展销会的规模、能级再次

提升。600余家展商来自上海对口帮扶、对

口合作以及与上海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省

区市，带来十五大类、上万种特色商品，超过

4500家采购商共同参与。展销会将以商品

展示展销、文化表演、活动推介、采购洽谈等

方式，助力对口地区特色商品在沪拓展销售

渠道。

在上海消费帮扶成果展示区，陈吉宁、龚正

听取我市消费帮扶工作最新进展，察看“百县

百品”精品展示，与参与消费帮扶的平台企业

代表亲切交流，了解政企联手助力对口地区

打造特色“土特产”品牌的做法成效，就产销

联动、渠道拓展、品质把控、品牌培育等听取

想法建议。陈吉宁说，消费帮扶是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有效举

措。要统筹供给端、消费端、流通端，把上海

大市场、大平台、大流通优势同对口地区的

资源禀赋、产业优势更加紧密结合起来，深

化研究市场所需、当地所能、企业所为，切实

完善消费帮扶多元参与机制，携手打造更多消

费帮扶的特色品牌。要顺应消费升级新趋势，

推动消费帮扶同消费升级更加全面衔接起

来，积极探索消费帮扶新场景、新模式、新体

验，更好畅通经济循环，助力提升生活品质。

随后，陈吉宁、龚正来到新疆及兵团、云

南、西藏日喀则、青海果洛、重庆万州、湖北夷

陵、辽宁大连、福建三明、安徽六安、贵州等展

区，一路察看展台上琳琅满目、各具特色的商

品，了解商品特点、制作工艺、市场供需及助

力产业培育发展、就业岗位拓展、当地群众增

收等情况。对口地区相关负责同志、援派干

部及参展展商等告诉市领导，依托展销会等

渠道进一步扩大了当地商品在上海的知晓

度，除了持续热销的传统商品，还带来了顺应

市场需求开发的首发新品。陈吉宁说，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加快乡村振兴步伐，产业振兴

是重中之重。要把“土特产”这篇大文章做深

做透，帮助对口地区做大做强特色产业，提升

产品标准质量，切实增强对口帮扶工作的针

对性、实效性。要聚焦对口地区群众增收这

个关键点，深入探索产业联农带农模式，提升

消费帮扶助农增收行动实效，让对口地区群

众“钱袋子”鼓起来，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本报讯 市委副

书记、市长龚正昨天

来到2024外滩大会，

现场考察展览并指

出，金融科技是技术驱

动的金融创新，是上

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的重要着力点。要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

讲话精神，按照十二

届市委五次全会要

求，发挥上海“五个中

心”联动发展、相互赋

能优势，鼓励金融机

构和科技企业推进

金融科技创新，在金

融科技新赛道上跑

出加速度，更好服务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

展，满足现代化产业

体系需要，为加快建

设金融强国提供更大

助力。

2024外滩大会

延续了“科技 ·创造可

持续未来”的主题，致

力于构建一个促进国

际交流、科技与人文

融合的平台，助力上

海打造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和

科技创新中心。龚正

一行来到位于黄浦世

博园区的外滩大会展

馆，先后走进人工智能实验室、未来助手、未

来健康、全球远航港、未来财富等展厅、入境

支付便利计划专题展和金融科技企业联合

展。每到一处，龚正详细察看相关领域最新

成果，观摩应用演示，并就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前沿技术如何赋能金融、产业和生活场景，

与相关企业机构负责人深入交流。

龚正说，上海肩负着加快建设“五个中

心”重要使命，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科创中心

是重中之重。要密切跟踪金融科技发展趋

势，鼓励企业发挥创新主力军作用，加快打造

全球引领性的金融科技中心。要支持金融机

构和科技企业携手深化合作，深耕金融科技，

加大技术创新和转化应用力度，提升服务的

多样化、专业化程度，持续拓展应用场景、激

活数据要素、强化同业赋能，推出更多优质产

品，更好解决企业难点和产业需求。要发挥

上海超大城市企业机构多元、场景丰富、数据

海量等优势，打造一流产业发展生态，促进金

融科技活力涌现，促进更多独角兽企业做大

做强。

副市长解冬参加巡馆。

上海市对口地区特色商品展销会上，近

2万平方米的展区，600多家参展商带来数

不清的上海对口地区特色产品，新产品、新

惊喜，让人目不暇接。更难得的是，这些产

品往往承载着上海与对口地区悠久而动人

的情谊。

护肤养发“极简法”
你一般用什么抹脸抹手、保养头发，是不

是有很多的护肤品、护手霜、护发素？来展销

会看看来自云南的青刺果油吧，它所代表的

是一种护肤养发的“极简法”。在云南丽江，

青刺果被摩梭人视为“吉祥树”，他们祖祖辈

辈把青刺果油当作食用油，并用于护肤、美

容。摩梭人用青刺果油擦手涂脸，预防皮肤

干燥皲裂，保持皮肤柔嫩，还会用梳子蘸点

青刺果油梳头发，保持头发乌黑光亮，不折

断，不脱发。“新生儿头皮容易结痂，脸上容

易皲裂，当地人也是用青刺果油。”展台上的

工作人员说，这次他们带了几瓶青刺果油来

试试，希望上海人能接受这种古老的护肤美

容方法。

“身在空中不是仙，一条绳子把命牵。”在

云南文山州麻栗坡县御蜂园展台，攀岩采蜜

的图片让人感受到采蜜人的艰辛。这家农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采的是岩蜂蜜。这是世界上

顶级的蜂蜜之一，岩蜂采的花粉很多是中草

药的花粉，所酿蜂蜜质量上乘，深得当地人喜

爱。岩蜂蜜都是合作社的成员穿上防护服，

沿着攀岩索，攀爬到岩壁中的岩蜂巢采来

的。如今，这么珍贵的岩蜂蜜也出现在上海

的展销会上了。

高山草原的好味道
牦牛肉馅的鲜肉月饼吃过吗？可以来青

海果洛展位试试。擀皮、包馅、塑形、盖印、

烘烤，和真老大房鲜肉月饼一样的制作工

艺，不同的只是馅。参展商金扬程说，他们

的馅料选用的是青海果洛牦牛肉，那里的牦

牛生长在高海拔山区草原，天然放养，生产周

期长，肉质鲜美，富含氨基酸、微量元素。金

扬程说，用牦牛肉做的馅“吃口更Q弹”，这

次推出三种口味，希望上海市民能喜欢这样

的好味道。

美味里的“援青故事”
还是关于牛肉的，如果消费者喜欢嫩一

点的，可以试试原切藏牦牛肉腱；喜欢有嚼劲

的，可以试试风干牦牛肉；接受正常口感的，

则有很多种牦牛肉干可供选择……总之，爱

吃牛肉食品的朋友，可以在果洛“雪山1959”

展台里找到心仪的产品。

说起“雪山1959”，这家企业和上海已经

有60多年的缘分了。20世纪50年代初，为

响应国家“开发大西北，支援大西部”的要求，

一批上海工人响应国家号召，带着技术和设

备来到果洛，协助当地建设乳品厂，参与开发

的系列产品成为众多青海人童年的美好记

忆。雪山食品厂的第一桶牦牛奶粉的研制，

就是当时三名上海技术员于1956年赴果洛

考察时与当地老乡一同研发制成的。今年7

月，记者赴青海果洛采访时，雪山食品的工作

人员介绍，从1956年炒制全国第一桶牦牛奶

粉，到1959年成为我国涉藏地区第一家民族

工业企业，再到1970年研制全国第一袋牦牛

肉干，雪山食品的每一个光辉时刻，都闪耀着

上海援青的身影。

通过上海援青及多方的不懈努力，近年

来雪山食品的品牌影响力逐步扩大，企业销

售额年均增长率达到108.5%。2023年雪山

食品被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企业，这是

果洛州唯一的一家。 本报记者 鲁哲

陈吉宁龚正察看对口地区特色商品展销会

携手强化优势互补发展互动市场互联
让脱贫攻坚成果更加稳固、乡村振兴成效更可持续

展销会推出“吉祥树”的果油、用牦牛肉做的
月饼、悬崖上采集的岩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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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罗水元）近日，

上海市正式印发《上海市节水减排

专项扶持办法》（简称“《办法》”），扶

持标准最高达15元/立方米。此举旨

在进一步完善节水激励机制，充分调

动用水单位开展节水减排工作的积

极性，加快推动节水社会化进程。

《办法》以不同的标准对2022年

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在上海

建成投产的节水技术改造、雨水等

非常规水源利用、污水资源化利用

这三类节水减排项目进行扶持。

其中，对于年节水量5万立方米以

上的节水技术改造项目，按照9元/立方

米的标准给予扶持；对年利用量1万立

方米及以上的非常规水源利用项目，

按照15元/立方米的标准给予扶持。

对于年利用量5万立方米及以上

的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按如下标准

给予扶持：用于工业直流冷却使用

的，按1.5元/立方米标准给予扶持；

用于其他工业生产用水或城乡公共

设施用水的项目，按3元/立方米标

准给予扶持；用于河湖湿地生态补水

的，按照0.1元/立方米标准给予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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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伴随着个人求助活动平台规模

化发展，纠纷时有发生。针对这些新情况，

昨天起正式实施新修改的《慈善法》，有效填

补了个人网络求助法律空白。

过去，网络求助尚未大规模兴起，也为

了避免过度抬高个体发起网络求助的门槛，

立法机关将其视为民间互助行为，并未纳入

《慈善法》范畴。但随着近年来网络求助的

快速发展，各类公益平台纷纷出现，在给大

病患者及家属筹集医疗费用提供便利的同

时，也产生了各类问题。像备受舆论关注的

“罗尔事件”等，一次次透支着公众对个人网

络求助的信任。新修改的《慈善法》中，精准

打击网络个人求助中的乱象。

有媒体曾经对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进

行问卷调查。从调查结果来看，受访者在平

台上捐款的最常见原因，是“被筹款人故事感

动”而捐款。但在这些“感动”故事的背后，也

存在着一些求助者隐瞒财产、夸大病情等不

实行为。新修改的《慈善法》中，规定相关网络

服务平台对于信息真实性有审查义务，网络

服务平台也应当“及时、全面向社会公开相关

信息”，力争筹集款项的使用情况公开、透明。

从事个人求助的网络服务平台“应当经

国务院民政部门指定”，这也是新修改《慈善

法》的一大亮点。现在的互联网公益领域，

“捐一元”“随手捐”等新兴形式纷纷出现。

统一规范相关互联网募捐平台，有利于保障

募捐活动的合法性和规范性，进一步提升募

捐活动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保护捐赠人的合

法权益以及促进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也要通过诚信、自律

的慈善文化，促进个人求助平台健康发展，维

护公众爱心善心，推动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