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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昨天，

普陀推出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创
新举措，包括政府班子联系产业推

进招商引资工作机制，以项目小组
形式按产业牵头开展招商引资工

作；依托重点项目招商专班机制和
项目经理人制度，做实条块联动专

业招商制度等。

普陀区从今年开始调整和完
善区投资促进工作领导机制，由区

长担任投促领导小组组长。优化区
领导联系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和招

商引资制度，成立 7个招商小组，
由区长和副区长担任组长，相关产

业部门负责人任副组长。将建立
ABC 三类项目分类推进机制，其

中，区投促办主抓 A类项目，各地
区中心和产业部门重点推进 B类

和 C类项目，保障项目推进工作
目标更为清晰。

此外，依托重点项目“招商专

班”机制和“项目经理人”制度，进

一步做实条块联动专业招商制度。
面对重点项目，将及时组建项目专

班，明确项目经理人和服务专员，
实施“全程帮办”，实施包容审慎监

管。项目推进责任到人，更深入详
实保障项目信息及时上传，及时推

进，问题及时反馈和解决。各部门

各地区设置招商专人专岗，以项目
需求为导向，形成专业化团队，各

取所长，形成合力，对项目推进和
落地进行全程管理服务，提高项目

落地产税效率。另外，还将强化街
道安商稳商留商的主体责任，形成

“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的齐抓共管
工作模式。

而为了让企业办事更省心，普
陀区将深化“一件事”流程再造，推

动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流程优
化，推广“开饭店”“开药店”等主题

式服务，减少办理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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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银数据共享网络打通，企业

对外付汇瓶颈疏通。今年元旦起，
上海企业迎来全新的服务贸易等

项目对外支付备案体验，办理对外
付汇流程从“三角路线”缩短成“一

直线”。
上海东方梦工厂影视技术有限

公司的运营副总裁周女士前天下午

拿到银行的付汇回单，连声称赞办
事便利：“以后再也不用心急火燎地

赶时间了。”按照原来的流程，完成
大额对外付汇的办理，要跑完一个

“企业—税务—银行”的“三角路
线”。现在，企业线上填写信息，全流

程无纸化操作，线上备案后无需去

办税服务厅领取纸质《备案表》，直
接去银行进行后续流程。

众多企业今年将像东方梦工
厂一样感受到这一变化。根据国家

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提供的数
据，2019年本市 1.2万户企业纳税

人共开具《备案表》约 5.5万份，付
汇金额约 7200亿元人民币，涉及

127个国家和地区。
东方梦工厂成立已 7年，是一

家主要从事广播电视节目、电影制
作的著名企业，制作出品了多部高

票房的动画电影。“我们希望中华

传统文化题材及当代中国价值追
求，能够通过国际水准的原创动画

进行高质量呈现，会与全球著名的
动画制作公司合作，委托其进行制

作。”周女士介绍说，支付外汇是东
方梦工厂经常发生的一项业务，仅

2019年就进行了 24笔对外支付。

上海税务部门与外汇管理部
门进行了充分沟通和技术协调，帮

助企业更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进一步打破税银信息壁垒，使企业

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信息在
税务端与银行端同步。

从具体操作步骤看，上海企业
选定付汇银行网点并通过电子税

务局提交对外支付备案后，不用前
往办税服务厅领取纸质《备案表》，

凭借电子税务局生成的事项编号、
带齐付汇所需其他材料就能直接

前往银行网点进行信息查验和付
汇操作。企业付汇的《备案表》将由

银行工作人员当场查询和打印。纳
税人可以实时在线查询备案进度，

自由安排付汇时间。
不仅如此，在使用对外支付税

务备案电子化功能时，周女士还发

现了流程中的“隐藏彩蛋”：银行对

电子《备案表》进行核验前，备案人
员可以随时在线修改备案信息；电

子税务局《备案表》的银行信息相
关栏次还开放外省市付汇银行网

点的选择或填写，满足企业“远程
备案、异地付汇”的个性化需求。

“这不仅让企业对外支付的单次办

理时间大大缩短，还有效提高了对
外支付的灵活性，大大便利了企业

跨境业务的开展，降低了综合办税
成本！”

企业操作自主权明显提升，如
何杜绝恶意重复付汇？上海市外汇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便利企

业办理对外支付的同时，税务备
案电子化也便捷了银行单证查

验，全流程电子化使得备案表“仅
此一份”，有效避免了重复使用或

核验的问题。“对外支付税务备案
电子化减少了企业往返税务部门

和银行间的成本，加强了信息透明

程度和准确性，将有效提升服务贸
易便利化水平，具有加速发展上海

对外经济贸易、优化营商环境的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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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长担任招商小组组长

    2020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

招生考试今天上午在全市 19个考
区 100个考点开考。23所市属本科

院校按要求拿出了各自的特色专
业或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供考生

填报，总招生计划数为 2401人。在
全国，目前仅上海市保留了春考，

与 6月份的秋考并列。“一年两考”

成为本市高考综合改革的重要组
成部分。

“练兵”考生仍为多数
这几年本市报名参加春考的应

届高三学生十分踊跃，基本上维持

在 4.5万名左右，而每年的秋考人
数也不过 5万上下。所以，仅从考生

人数来看，春考已经完全可以“媲
美”秋考。但是，从实际的报考意向、

专业设置、招生计划和最终的录取

比例来看，春考仍有些“小众”。

华东理工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童立贤说，大部分学生将其视为秋

考前的练兵，而一些分数在本科线
上下徘徊、成绩不够稳定的学生，

则会对春考报以更大的希望。不
过，无论是春考还是秋考，对于专

业的选择，学生和家长都日趋理

性，并不会因为想提前毕业而盲目
报考不感兴趣的专业。这两年，参

与春考招生的学校和专业虽然在
不断扩容，但一些真正能让人“眼

前一亮”的专业，招生人数仍非常
有限。考生和家长盼望着，如果春

考招生扩容的脚步可以更快些，更
大些，春考才会真正实现比“秋考

练兵”更有意义的存在价值。

高校投放“王牌”专业
尽管只有上海在孤独地守望

着春考，但这几年投放的招生计划

数却在不断上调，2017年的计划数
为 2211 人，2018 年为 2237 人，去

年是 2267人。更可喜的是，今年参
加春招的 7所高校还新增了 14个

新兴专业，对考生更具吸引力。由

于春考的招生模式既很好地体现
了院校办学特色，又充分尊重了考

生的专业志愿，所以，春考为高考
综合改革释放的导向意义还是十分

值得关注的。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提供给

春考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和康复
治疗学都是学校的“王牌”专业，且

都是中美合作项目，用校长叶才福

的话说，这些专业是只供春考的，因
为春考生对专业的忠诚度更高，再

加上有面试环节，也便于学校挑选
到满意的生源，而秋考是平行志愿

录取，一般是从高分院校一层层筛
选下来的。所以，被春考录取的考

生，在总体素质上是优于秋考生的。

分数并非唯一标准
春考招生除了统一文化考试，

考生还必须参加院校的自主测试，

采用面试或技能测试的方式，主要
考查考生的学科特长基础，注重考

查考生的素质和能力。

今年，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进入
春考的两个招生专业是智能制造与

控制工程类和酒店管理。以酒店管理

专业的洲际集团人才班为例，招生计

划为 36人，学生进校后将与企业签
订准员工合同，旨在培养高端的酒店

管理人才。“我校的春考专业都是非
常有特色的，都是学校的强项专业，

而且还特别着眼于长三角一体化的
人才培养目标，着眼于上海四大品牌

建设对人才的亟需。”学校招生就业

处处长经晓峰说，春考最大功效是不
以分数为唯一的录取标准，通过综合

素质评价、专业技能的面试等环节，
录取的学生与专业更具匹配度，学生

对专业的热爱度更高，对职业认同感
也更强，这不正是未来高考改革所

要追求的方向吗？

本报记者 王蔚 陆梓华

今年春考上午开考 仅上海保留“一年两考”

考生更忠诚 专业更匹配教育新观察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 通讯

员 刘子烨）近日，上海市政协文
史资料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和新

民晚报社联合编著的《真心真
情七十载———上海政协提案的

故事》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本书从数万件提案中，选

取了上海政协历史上 500 余件
具有代表性的提案，将其整理成

74个提案故事，侧面反映了广大

政协委员尽责履职、努力奋斗的
生动实践。

从 1949年本市民主人士联名
提出的关于民营纺织业尽快恢复

生产经营的“一号提案”，从改革开
放之初建议浦东开发开放到推动

自贸区建设，从 1986年建言面向

世界加快上海港口发展到推动国
际航运中心建设，从 1995年提出

建设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到世界
级大科学装置“上海光源”在张江

科学城落地，以及涉及百姓切身利
益的交通出行、食品卫生、公共安

全、养老服务等各类民生问题的逐

步解决，一个个提案故事，充分展
示了上海政协在投身建立新中国、

建设新中国、探索改革路、实现中
国梦等一系列历史进程中的担当

作为和独特作用。
汇编成书之前，本书的部分提

案故事已在新民晚报、联合时报等
媒体上刊登，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春节将至，申城

已悄悄拉开了冬天
的味蕾狂欢，很多住

户、商店门前挂着咸

鱼、咸鸡、腊肠。这些
用精心挑选的猪肉

与盐和时间一起创
造出的经典味道，是

上海“买汏烧”们菜
篮子中不可缺少的

年货。

儿时的冬天，家
家户户都会灌上些

香肠，拿一根竹竿将
其串起，在阳光下琳
琅满目，成了石库门一道特

别的风景线。随风一吹，浓
香四溢，让人垂涎欲滴⋯⋯

图为杨浦杭州路卖年
货的商家

种楠 摄影报道

《上海政协提案的故事》出版

74个故事见证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