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三角一体化

交通互联增红利 信息互认惠民生

    昨天下午， 上海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

议举行专题审议会，分别就“贯彻落实《长

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纲要》，深入推进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强化高端产业引领，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生活垃圾全程

分类工作和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完善城

市公共安全体系， 提高上海城市治理现代

化水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促进城乡融

合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推

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六个议题，开

展审议。

在六个审议会场，气氛热烈，代表争先

恐后抢话筒，提出了一个个问题和建议。 对

于代表提出的一些问题， 在场的相关职能

部门负责人及时给予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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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专题审议，代表有话直说不含糊

真知灼见为百姓幸福感“加码”

    “垃圾分类一年下来我们感觉作秀成分少

了，推诿扯皮少了，执法和监督更严了，综合考
评动真格了。”在“提高生活垃圾全程分类工作

和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专题审议会上，赵爱

华代表深有感触地说，对于 2020年高起点的
上海，垃圾分类攻坚战和持久战刚拉开序幕。

她建议继续要在减量化、资源化、标准化、

专业化、常态化上下功夫。加快提高装修垃圾、

大件垃圾的及时清运能力和堆放场地的合理
配置；通过市场机制，加快培育一批部分资源

化利用的骨干单位，防止可资源化利用的产品
成为新的垃圾源；建议政府部门细化形成本市

源头投放、终端运输、末端资源化和处理全过
程的分类设施设备装置等配置指南和规范；要

向整治酒驾那样推进垃圾分类的执法；提高执

法能力和水平，做到处之有责，罚之有据。
不少代表提出，城市管理不只要精细化，

更要智能化。许丽萍代表说，上海提出“一网管
全城，一屏观天下”，在国内率先使用一网统管

平台实时感知风险，提高决策准确性，体现了
上海的“底气”。时筠仑代表认为，要更加着眼

于城市比较容易被遗忘的角落，布局 5G+智能
化管理的模式。“比如说，高架、立交桥下面的

空间，利用情况不是非常理想。”人工巡查人力
成本高，且效果比较有限。“如果可以实现 5G+

智能化管理的模式，在相关区域安装智能感知

设备，能够消除隐患，实现全天候的管理。”
本报记者 叶薇

高端产业

力挺本土“独角兽”彻底拆除“玻璃门”

    发展高端产业，不应“抓大放小”，要力挺

“小而美”的本土“独角兽”企业。在“强化高端
产业引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审议上，

市人大代表们从产业定位、政府扶持、知识产
权保护等方面展开热议。

上海已进入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要聚焦经
济高质量发展，激发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

可或缺。市人大代表朱柯丁提出，应该改变“抓
大放小”的理念，在资本市场、人才等方面给予

同等机会，支持一批本土中小创新企业，培养
出上海自己的腾讯、华为、特斯拉。通过综合应

用奖励表彰等多种方式，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本土创新企业。
政府部门要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企

业，以“善制”促“善治”，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

一百米”。“服务好不好，不看数字看感受。现在

有的部门门好进、脸好看、话好说，但是事情依
然难办，仍然存在‘玻璃门’。有的部门办事，虽
然没有‘红灯’，但也没有‘绿灯’，而是亮起‘黄

灯’。”他建议，各级政府应该站在企业角度，从
实践出发，准确识别、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在备受期待的 2020年，市人大代表们认

为，上海应结合高端产业经济发展的要求，换位
思考、制度创新，把经济发展方方面面的细节

考虑到、践行好，从企业的感受出发改善营商
环境，从而吸引、培育、发展好上海高端产业，

为上海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引入源头活水。

本报记者 宋宁华

垃圾分类

精细推进常态化 智能应对持久战

斑马线上互体谅 网约车辆严查管

城市安全

乡村振兴

城乡融合促发展 政策倾斜留人才
    “现实情况是，因为招不到人、留不住

人，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牙科关闭了，
唯一的老医生干到了 70岁，今年因为身体

原因真正退休了。”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专题审议会现场，市人

大代表施海萍讲述的这个故事引发热议。
施海萍代表说，乡村振兴必须依靠专

业人才，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科学文化水
平和素质远不能满足乡村振兴的现实需

要，希望在教育、医疗、交通、就业等方面给

予远郊农村政策倾斜。
不少来自基层的代表对此感同身受。

市人大代表陶军贤把“留住人才”列到了
“急”的位置：“人才引进，尤其是乡村振兴

重点领域的人才，务必要留住。”市人大代

表沈银欢建议，加大财政转移力度，统筹全
市农民社会保障水平，使远郊农民感受到

整个上海乡村振兴给他们带来的发展，进
一步提高他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市人大代表丁新华提出，在农村卫生
事业上，建议进一步提升农村卫生服务中

心的服务水平，加大对相关医务人员的轮

训力度。
就农村医疗问题，市卫健委现场回应，

上海已制订本市社区卫生机构和功能建设
的意见，村卫生室招收的医务人员数提升，

乡村医生的岗位培训也已列入年度基层卫
生工作要点。 本报记者 杨洁

文化服务

优化配送升品质 结合文旅深融合
    “作为一名文化战线上的老队员、亲历

者，我对上海在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体制机
制、法制保障等各个方面做出的探索，感受

很直接，也很深刻。”在“保障人民群众基本
文化权益，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专题审议现场，市人大代表陈宏以她所在
的静安区举例说，无论是每天傍晚吸引着

白领“赶场”、新改建的静安区文化馆，还是

一票难求的“5元钱看大片”电影配送项

目，都让市民很满足，让她很骄傲。未来，
要如何结合文旅深融合、真融合的新任

务，加快构建上海文化旅游公共服务体系
高质量发展新格局，陈宏建议根据人口密

度、活力指数、服务半径，更加科学、均衡地

配置文化设施。有了设施，“不仅是剧场，基
层公共服务阵地同样需要高品质的内容来

吸引市民。”
来自基层社区的代表龚顺美也建议继

续加大对基层各类公共文化资源的配送支
持，“能否考虑增加高质量的演出配送频

次，从一年两次增加到多次，提升小区居民

的文化普惠率。”她还希望进一步丰富指导
基层文艺团队的师资资源，“是否能考虑单

独列支优秀文化团队的扶持经费，让居民
的文化底蕴得到进一步的夯实。”

本报记者 孙佳音

    “长三角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

加速要素的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分工，加
强城市间的联系。”在“贯彻落实《长江三角洲

区域一体化发展纲要》，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专题审议现场，上海市人大代表张斌

建议，注重交通要道两侧的发展，G60、G42、沪
渝高速等几条高速公路两侧的发展可以联动

起来，让高速公路两侧成为长三角发展红利的

承载区。
设立长三角区域医疗合作办公室，负责制

定长三角医疗一体化的规划；探索长三角区域
内医保政策的联动机制；加强区域专科医疗中

心和专科联盟建设，带动和辐射区域内不同医

院专科疾病诊治质量的同步提升；加强区域内

健康信息的互联互通互认，逐步使健康信息能
互联互通；探索公立医疗机构参与远程医疗和

互联网医疗的机制，降低医疗成本⋯⋯“百姓
健康是最大的民生”，对于推进长三角地区健

康管理和医疗一体化，钱菊英代表提出了一系
列建议。

从学分银行到高校联盟，从文化先行到法

治保障，从应急救援公共平台到生态和承载力
评估，16位代表们在审议现场提出的建议，涉

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方方面面，为全方位深
入推进一体化发展献上了满满的“干货”。

本报记者 毛丽君

    “每位代表发言时间不要超过 8 分

钟。”会议主持人宣布发言规则，众人听得
会心一笑，老规矩了。昨天下午，世博中心

616大会议室来了 100多位代表，审议“城
市公共安全”。

“我先说，不然等下要抢话筒了。”李飞
康代表第一个举手发言。交通大整治后，斑

马线上机动车礼让行人，效果显著。但行人

和电瓶车却常常不领情，边走边看手机的，
能快走也要慢慢走的，比比皆是，人为造成

不畅通。李代表一口气说完他的“斑马线观
察”，结论是，为啥不能大力倡导行人过斑

马线不看手机呢？机动车礼让行人，行人体
谅机动车，互谅互让，交通就有效率了。

“我是杨国平，来自大众交通。”李代表

话音刚落，杨代表就接过了话茬，说起了出

租车行业的烦恼。目前，申城出租车遇到的
最大麻烦就是非法网约车，他建议严格按

照备案要求，依法管理网约车，特别是顺风
车；顺风车平台要在交通管理部门备案，登

记人车信息。顺风车原本只能收取成本费，
分担车辆运营产生的油费，实际上，费用比

出租车还贵。谁来监管？杨国平希望市交通

委、交警总队要加大力度，依法严管。
“我是 449号屠涵英。”屠代表说，城市

安全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协同治理，目前
是否还存在九龙治水？屠代表说出她的担

心，很希望得到一个“安全答案”，毕竟，城
市安全管理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首席记者 姚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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