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双春和李青家的电梯装上了没有？ 究竟卡在哪里？

两位人大代表昨天实地走访并再次呼吁———

让“老房加梯”列入政府实事项目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 方翔 潘高峰）

“通过各级党政部门的共同努力，青年企业
家们明显感受到上海营商环境和青年企业

家成长发展氛围的优化，但我们也发现，仍
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提升的方面。”在昨天

举行的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二次大会
发言上，市政协委员刘伟希望用更加“精细

极致”的服务举措，让青年企业家拥有更多

的归属感、认同感、获得感，“让他们在奋勇
前行、搏击风浪时充满无限动力，让他们在

上海奋力创造激荡人心的发展新传奇时，也
成就自己的英雄梦想。”

如何进一步营造青年企业家成长发展的
良好环境？刘伟说，在制定涉企政策的过程

中，要让更多的青年企业家“入局”。“近期，一
部《啥是佩奇》的微电影红遍朋友圈。爷爷很

爱孙子，但却不知道孙子想要的‘佩奇’是什
么。而我们在制定涉企政策时是否也常常出

现这样的场景，我们费尽心思制定的政策，却
不是企业家们想要的那个‘佩奇’。”

刘伟指出，26.4%青年企业家认为，政
府在制定涉企政策过程中应更多听取服务

对象的意见。其实各部门在制定涉企政策
时也都会开展调研座谈，但大都缺乏机制

性的具体程序规范。建议抓紧建立健全企
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的工作机制和程序

性规范，避免出现“政策不贴心，啥也佩不

齐”的现象。
“喜欢网络购物的同志常会听到两个

词———‘买家秀’和‘卖家秀’，意思是卖家对
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的描述和评价，往往和买

家有不小的差异。而我们的涉企政策是否也
会有这种自己感觉高端大气上档次、暖心贴

肉接地气，青年企业家却觉得距自己千里之

外呢？”刘伟介绍，有 53.7%的青年企业家对
涉企政策知之甚少，有 52%的青年企业家认

为政策不够接地气。他建议，每年由独立第三

方对涉企政策效果进行后评估，评选出“最有
获得感的涉企政策”，并对效果评价居后的政

策及时进行修订完善。
进博会是我国着眼于推动新一轮高水平

对外开放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上海改革开

放再出发的重大机遇。98%的青年企业家认
为进博会有利于推动投资促进、国际产能合

作和优化招商选资。53.7%的企业家认为进

博会让其认识到要“加大企业创新及研发投
入”。刘伟还建议通过有效的工作设计，进一

步发挥进博会开放倒逼改革、开放促进创新
的综合效应，把进博会打造成为青年企业家

思考高质量发展的大课堂、学习先进技术、标
准和管理经验的大平台、促进传统行业转型

升级的加速器、加快供给侧改革的竞技场。

如何营造青年企业家成长发展环境？

引入评估让政策真正接地气
    本报讯（记者 方翔 潘高峰 江跃中）这

里走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在中国
率先竖起了第一面共产党旗帜，就连要求各

地相继建立起共产党组织、要求召开党的一

大通知书，也都是从这里向各地发出的。在市

政协常委，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部主任、影视
学院院长厉震林看来，渔阳里不仅是中国青

年团的诞生地，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也
是中国红色基因的孕育地。

100多年前，渔阳里建成。这条曾经南北
贯通的弄堂，一头连着淮海中路（原霞飞路），

一头连着南昌路（原环龙路），靠近淮海中路

的一段街坊被称为新渔阳里，靠近南昌路的
一段街坊被称为老渔阳里。现在很多人只知

道淮海路上的新渔阳里，对南昌路的老渔阳
里有些陌生。1920年的夏天，陈独秀、李汉俊

等马克思主义者在老渔阳里 2 号决定成立
共产党组织，这也是中国大地上的第一个早

期共产党组织。《新青年》在这里编辑,《共产

党》月刊在这里创刊，这里也成为了中共“一
大”的筹备处和“一大”期间的“秘书处”。

厉震林委员此次提交了一份《关于重视
上海渔阳里“建党风云”的建议》提案，指出目

前新老渔阳里原先连通一体的老弄堂已被人
为地隔断了二十多年，致使原先的红色历史

风貌被人为地阻断，彼此无法走通，而且目前

的规划也是新老渔阳里分开实施，这就损坏

了革命旧址应有的作用，也不利于新老渔阳
里作为一个整体对外开放。厉震林委员建议，

对于新老渔阳里，唯有统一规划整体推出，才
能真正体现其厚重的红色历史和文化内涵。

2018年 8月，“渔阳里”团中央机关旧址
纪念馆整体改造项目启动，更多有价值的文

物和文献资料将在纪念馆整体改造后亮相。

本次整体改造将在其东侧建立渔阳里纪念广

场，提供给广大青少年开展团日活动，成为青
少年重温革命历史、接受仪式教育的重要场

所。广场的设计与实施交给了上海大学上海
美术学院团队，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市政协委

员、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金江波。
据金江波委员透露，此次团队为渔阳里

纪念广场设计了大型浮雕墙。浮雕展现的是

历史长河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时期奋
斗的优秀青年人物，呈现出时代特色和符号。

其中还镶嵌了一扇石库门，参观者可以打开
石库门，直接通过走道进入纪念馆进行参观，

力争在今年 4月底前全部完工。金江波委员
表示，此次对于渔阳里纪念广场的设计过程，

是一次用公共艺术理念与手法表达红色文化
的实践，也是城市文化资源的发掘与再创造，

并将为今后更好地融合红色文化与海派文
化、江南文化积累宝贵的经验。

如何讲好渔阳里红色故事？

统一规划红色基因“石库门”

■ 吴坚和胡晓丽两位代表利用休息时间来到田林九村，了解童双春（左一）家加装电梯的需求

首席记者 陈炅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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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上海两会上，“老公房加装电梯”

可以算是最热的民生话题之一。无论是政协
委员的发言、询问，还是人大代表提交的建

议，提及数量都远超历年。准确地说，这项工
作应该是“多层住宅加装电梯”，不过，上海

的多层住宅中，售后公房占大部分，并且，老
公房里的高龄“悬空”老人数量更多，对电梯

的需求更为迫切。

浦东代表团的吴坚代表和徐汇代表团
的胡晓丽（秦畅）代表都长期关注这个问题。

吴坚代表去年曾赴静安区华怡园小区现场
调研并提交代表建议，希望由政府主导实

施，制定计划分批推进这项工作。在今年的市
人代会上，两位代表就该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还向记者问起本报曾报道过的童双春和李青
两位滑稽戏老艺术家的近况。“童双春和李青

家的电梯装上了没有？”“还没有。”“究竟卡在
哪里呢？”“还是实地去看看。”

缺少牵头人 加梯没法启动
昨天中午，吴坚和胡晓丽两位代表利用

休息时间来到田林九村。这是一幢典型的老

公房，而且楼层很高，六楼相当于普通楼房的
七楼。走到六楼，两位代表已经气喘吁吁了。

“童老，您是哪年搬到这里的？”胡晓丽
问。“1986年 8月。”童双春记得很清楚，“房

子是文化局分给有一定贡献的文艺工作者

的。李青比我早一年搬过来，当时我住在黄
浦区，我们两个搭档演出，因为要分头接，路

上来不及。所以第二年我也就搬来了。”李青
就住在童双春的楼下。当年舞台上的好搭

档，现在是饱受爬楼之苦的“难兄难弟”。李
青已 86岁，身体不好，所以很少下楼。

“那加装电梯工作有没有启动？”吴坚
问。“没有啊。”童双春无奈地说。不少邻居、

观众、文艺界的朋友从媒体上知道了他的情
况，遇到他就关心地问：童老师，你们家电梯

装好了吗？但好几年过去了，电梯的事一点进

展也没有。去年，上海市房修协会副秘书长江
传胜也来童双春家实地察看过，表示虽然这

栋楼结构有点特殊，但可以加装电梯。
童双春说，他们这幢楼的问题主要是没

有人牵头。楼里基本上都是老人，这一系列协
商、征询、盖章的事，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方

面，街道、居委可以做些工作。”胡晓丽说。

不过，最近也传来一个消息：隔壁的田
林十村有好几幢楼都启动了加梯前期工作。

“等他们装好了，或许我们就有希望了！”童
双春说。胡晓丽记下社区干部的联系电话，

表示回去就向徐汇有关部门了解一下情况。

制定时间表 让市民可期盼
在回会场的路上，吴坚很有感触：“童双

春的情况在上海非常典型。在 1986年，这套

政府分配给他的老公房是很好的。但他现在

85岁了，再来爬楼，显然不合适。对于这样一

位有贡献的老艺术家，我们该怎样来保护和
帮助他？”吴坚表示，社会上还有许多因为福

利分房而住在老公房里的老人。政府能不能
在这方面加快速度，推出有力、实质性的举

措，来帮助老人达成心愿？同时，他在提交的
代表意见中，再次呼吁把为多层住房加装电

梯列入政府实事项目，即使 2019年不行，那

么 2020年、2021年能不能列入？“如果有了
时间表，市民就可以期盼了！”

“这项工作上海在逐步推进，到去年底，
全市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已立项的有 298台，

已竣工电梯 61台。不过，对于上海近 20万
栋多层住宅来说，实在微不足道。”为此，胡

晓丽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凡是加装电梯成功的居民楼，都

有一个强有力的居民区党组织。那么，上海
各街道应当把这项工作纳入对基层居委会

的考核内容，不再是“可做可不做”。第二，目

前相关规定中“明确反对意见”成为加装电
梯的拦路虎，这反对意见究竟有无道理？是

否正当？建议建立一个由专业人士、人民调
解员参与的统一评议机构来给出公正的评

价。第三，政府部门选择有经验的大型电梯
企业、建设单位，对加装电梯开展规模化运

营，使之成为这项工作的主力军，这样可降

低成本，也有利于行业规范化。

别让一票否决成“懒政”借口
老房加梯事关民生，在今年市人代会

上，许多代表就加快推进此工作大声疾呼。

沈群慧代表在长宁区建交委工作多年，见证
了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在长宁区从无到有，再

到走在全市前列的全过程。去年，长宁区加
装电梯竣工和立项 37台，占全市 80台完成

量的 46.25%。“加装电梯工作和老百姓的期

盼还有很大的差距。”沈群慧坦言，据不完全
统计，长宁区目前能够加装的住宅小区就有

9380幢，现在的加装速度远远不够。在她看
来，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做法不科学，

审批障碍多；任务落实不实，各区的推进力
度不一；审批程序多，耗时长。

是否该把加装电梯列入政府实事？沈群慧
代表的看法和吴坚代表是一样的。她说，市政府

有关部门要在全市层面上加大统筹和推进力
度，对每个区落实考核指标，把多层住宅加装电

梯作为年度实事工程，结合成套改造、城市更
新、美丽家园建设等工作，做到成片规划、成片

推广，对有条件的区实现应装尽装。同时，先行
先试，转变审批方式。

对于实际操作中存在的“一票否决”的情
况，沈群慧代表认为，加装电梯是一个利国利

民的工程，符合大多数群众利益。既然是为百
姓办的实事，那么就不该存在“一票否决”的

政策规定。建议将沪建房修联〔2016〕833号
文件中“其他业主无明确反对意见”一条予以

删除，突破审批上的障碍。不要让有关审批规
定，成为“懒政”的借口。 本报记者 邵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