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协委员接受集体采访畅谈“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让上海成为江南文化的展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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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江

跃中 方翔 潘高峰）建
立 1000张床位的地下

应急医学中心、加强长
三角地区的应急医学

储备、建立传染病疑难
危重症会诊中心⋯⋯

民盟上海市委在一件

集体提案中，建言在沪
建立国家区域性应急

医学中心，全面提升医
疗应急救治和疫情应

对及防控能力，助力上
海建成亚洲医学中心

和亚洲一流健康城市。
民盟提案分析认

为，长三角区域对外交
往频繁，亟须建立国家

区域性应急医学中心，
为区域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提供安定有序的
社会环境。“上海科研

及临床医疗机构林立、
医学人才众多，近年来

积极推进健康城市发
展战略和公共卫生及

应急医学体系建设，具
备建立国家区域性应

急医学中心的政策、资源、人才等
各项条件。”

民盟提案建议,全方位推进传

染病防治能力和水平

建设，加强新发突发传
染病防治技术研发和

临床应用，推进 AI技
术在医疗领域的使用，

提升对新发突发传染
病诊断与鉴定能力和

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预

防与治疗新技术的研
发能力，并推动防治传

染病的新技术的临床
转化与应用；合理规划

和布局，“平战结合”，
提高应急能级，建立

1000 张床位的地下应
急医学中心，并配备独

特的过滤器、空调系
统、水电和中央供氧系

统，在“平”时作为地下
全方位应急救治演练

基地使用，“战”时紧急
转化为床位收治患者，

利用地面完善的医疗
设施，为患者提供及

时、安全的医疗救治；
成立应急医学联盟，建

立专科人才培训体系。
建立传染病疑难危重

症会诊中心和疾病应急专科医师

交流平台，同商共管各类急性突发
病。

摇号录取公平公正 教育生态持续优化
教育界政协委员回应“义务教育民办公办同步招生”热议

    《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

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自去年
7月份印发以来，引发不少关注，特

别是对其中第 17条，“民办义务教
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

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对报名人数
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

取。”家长们更是议论不止。

虽然上海的具体细节还未出台，
但在市政协分组讨论的休息时间，不

少来自教育领域的政协委员，还是成

了被咨询的对象。对此，上海市政协

委员、普陀区洵阳路小学校长朱乃楣
认为，上海近年来一直在加大新优质

学校的建设，家门口的好学校越来越
多，对家长来说，没有必要有太多的

焦虑，没有必要舍近求远，“让孩子能
够有充足的睡眠，每天上学开开心

心，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现在上海在基础教育的
均衡化方面，已经做得越来越出色

了。”朱乃楣委员认为，对于孩子特别

是刚入学的孩子来说，家长将目光聚

焦在100 分还是 90 分上并没有太
大的意义，关注孩子未来的成长才

更重要，“我觉得孩子在小学阶段，
没有必要太早强调竞争，而更应该

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以及创造力
的培养。像我们在学校建设中，就非

常注重科学和艺术的课程，我觉得

这是一个人飞向未来的一双翅膀。”
上海市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

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协和教育集团

（中心）总校长卢慧文被问及最多的

还是如何看待摇号。在她看来，无论
是作为办学者，还是作为社会公众，

大家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政策预
期，政府有关部门一定会了解这个

需求，不会让大家非常惊讶。
在卢慧文看来，虽然具体的实

施细则还没有出台，但是大家还是

可以预期这将会是一个公开透明、
公平公正的平台，“现在的监督力量

是很强的，对于摇号的公开、公平、

公正，这个应该有信心。”

“我们相信，相关政策的出台，
其核心还是要优化教育生态。只有

生态好了，个体才会好。”卢慧文认
为，哪怕在政策刚出来的时候，跟自

己原来的规划和预期有一点不一
样，但是整个生态更健康，有更良好

的走向，对于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

庭来说，也意味着会有一个更稳定
的求学环境。

卢慧文表示，作为学校，最重要
的还是练好“内功”，“每个小朋友都

是不一样，在这样一个相对平衡的
生源条件下，每一所学校都会尽自

己最大的能力，把孩子培养成更好
的自己。”

本报记者 方翔 潘高峰 江跃中

   “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

提升，关键是要让人民群众得实
惠”“上海自贸区新片区要大力发

展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进
一步推动和加速上海提升城市能

级与核心竞争力”⋯⋯昨天下午，
由政协头条推出的“委员时间”，在

上海市委党校海兴教学楼一楼大

厅开启，8名市政协委员的“好声
音”纷纷“亮嗓”。

陈永亮、田新民、麦德铨、赵柏
基、徐珊珊、刘建民、黄罗维、梁加祈

等委员分别来自经济、社科、少数民
族、特别邀请人士等几个界别，他们

围绕自贸区新片区、上海强化“四大

功能”的意义、营商环境、进博会溢
出效应和城市治理等话题，与主持

人展开互动，谈看法，说建言。图为
赵柏基委员在“委员时间”畅谈区

块链落地应用 本报记者 张龙
江跃中 方翔潘高峰 摄影报道

“上海应成为江南文化的国际展示地、传播地和体验地”“优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昨
天下午,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举行“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记者集体采访活动，政协委
员纷纷建言献策，希望推进一体化示范区建设，协调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打造生态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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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影话 委员时间：“好声音”纷纷“亮嗓”

成为江南文化体验地
上海戏剧学院影视学院院长厉

震林委员向记者描绘了一幅美丽的

江南文化图景：“人人尽说江南好，
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

听雨眠”，它以“温柔富贵之乡”成为
家国情怀的文化坐标，才有“北国江

南”“塞上江南”之喻意，以及陈逸飞

油画《双桥》的梦中故园。
厉震林认为，江南文化是“华夏

文明千年智慧的集大成者”，但目前
江南文化的整体形象与雄居中国的

江南地区经济等级，似乎并不匹配。
江南文化形象仍然局限在几个古镇

的小桥流水、桨声灯影之中，缺乏大
格局、大气象。

他表示，“中央赋予上海长三角
和长江经济带龙头城市的地位，在

江南文化建设上有责任和担当先行
先试，率先发展。”在国际中心建设

上，上海应成为江南文化的国际展
示地、传播地和体验地，每年召开有

国际学界、政界和业界参加的江南

文化国际论坛，鼓励外国学者研究
江南文化、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江

南文化，积极以江南文化主题，参与
我国驻外国使领馆节庆活动，支持

我国学者、艺术家参加以江南文化
成果参加国际相关活动，争取在孔

子学院设立江南文化相关课程，努

力使江南文化成为中国的一张“世
界名片”。

在学术中心建设上，在青浦区
大观园成立市级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的上海江南文化书院。在文创中心
建设上，一方面保留原汁原味的江

南文化实体形态，尝试建立青浦区
朱家角镇、练塘镇的江南文化示范

体验区；另一方面，对江南文化已经
形成知识产权的IP，实施产业开发。

古镇文化应充分挖掘
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

任、市农科院副院长许复新指出，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
设，要优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更好

地引领和带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许复新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要完善体制机制，实

现规划同步。“建议尽快在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下

面专设乡村振兴推进办公室，协调推
进示范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示范区古镇旅游资源十分丰
富，许复新建议，要推进旅游一体，

盘活现有资源。一方面，以古镇旅游
为基础，充分挖掘古镇文化、江南水

乡文化，并与绿色农业发展相结合，

大力发展农业旅游、生态旅游、乡村

旅游，开辟一批跨地域的精品旅游
路线，实现旅游资源整合。

解决城乡一体化问题
2019年，上海市政协承担了“以

制度创新为突破，推进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
课题的调研，根据调研成果，市政协

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主任陆月
星认为，示范区的建设，要着力解决

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城市与乡

村、示范区与周边区域、政府与市场
等四大关系问题。

“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这是示范区定位的第一个急需解决

的问题。”陆月星表示，就调研情况而
言，目前示范区成熟经验还不多，但

发现了几种优秀的经济模式，比如绿

色经济模式、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一张图规划生态布局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

设，也要协调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

打造生态示范区。其中最主要是两
个率先，率先探索将生态优势转化

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率先探索从
项目协同走向区域一体化制度创

新。”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员会副主

任、市生态环境局总工程师柏国强
认为，示范区产业调整势在必行，要

走转型的绿色发展之路。
柏国强提出，打造长三角生态示

范区，需要在几个方面下功夫，即在
加强生态保护和协同治理上下功夫，

在强化协调上下功夫，在建立衡量示
范区生态绿色的指标体系上下功夫，

“我们要在一张图规划下统筹生态空

间的布局，把长三角的山水林田、草

木湖泊作为一个有机整体。”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方翔 潘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