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以城市为单位，打造一支涵盖临床各专业人才的

“预备役”：人员编制在公共卫生部门，多半时间在综

合医院工作，提高临床综合救治能力。

■ 可按人口在全国超大和特大城市分区规划约 10

家国家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 每个中心应具备

3000-5000床的收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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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连线 3位全国人大代表，畅谈上海“两张网”建设

上海今年将启动信息安全立法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下午在
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湖

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防范化解重
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事关

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政治大
局稳定。

总书记用两个“事关”，点明防
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

险的重要性，并就完善公共卫生体
系提出了“整体谋划、系统重塑、全

面提升”的 12字总体要求。对此，全

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
中心主任朱同玉表示非常赞同。

朱同玉委员说，高质量人才组
建的公共卫生人才队伍，是应对此

类威胁的关键。我国需要建立引
人、育人和留人良好机制，打造一

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的公共卫生队伍。

作为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

心主任，朱同玉委员全程参与了上
海的抗“疫”之战，让他对于公共卫

生应急体系建设有了新思考。他建
议，应该建立应急“预备役”，用机

制化的人才蓄水池“育人”。
“公共卫生领域亟需多学科人

才队伍的储备，建议以城市为单

位，打造一支涵盖临床各专业人才
的‘预备役’。”朱同玉委员说，这支

队伍的人员编制在公共卫生部门，
接受传染病诊疗技术及医院感染

防控技术培训，给基础待遇保障；
另外，多半时间在综合医院工作，

提高临床综合救治能力，享受综合
医院绩效工资待遇。

朱同玉委员还带来了一件《关
于在全国布局建设‘应急医学与战

略储备中心’的建议》的提案。朱同
玉委员表示，根据我国人口分布特

点，为应对 10万人级别的全国性疫

情暴发，可按人口在全国超大和特
大城市分区规划约 10家国家应急

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每个中心应
具备 3000-5000床的收治能力。

据朱同玉委员介绍，应急医学
与战略储备中心应具备三大功能：

一是区域范围内病例应急救

治，在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
大规模灾害事件发生后，提供紧急

医疗救治，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城

市安全；二是快速确认、鉴定病原
体，为临床救治决策提供技术支

持、为新发病原体可能导致的疫情
提供早期预警；三是研发、创新预

防、诊断、治疗技术，尤其是研究和
储备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方面的

技术。故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

应同时具备快速机动、医学诊断、
临床救治、创新研发等综合能力。

在朱同玉委员看来，建设集生
物与公共卫生安全保障、创新与知

识创造、助推生物医药产业等功能
于一体的“国家应急医学与战略储

备中心”，是当前迫切的需求，将显
著提高传染病的防控和应对能力，

在应急备战、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等多方面，将同步发挥价值和效

益，成为国家安全战略中另一支
“火箭军”。 首席记者 方翔

完善公卫应急体系，“抗疫”委员朱同玉有话说：

要有“预备役”，还要有“火箭军”

直播带货，成绩蛮好
    “老陈，这阵子怎么样啊？”全国人大代表徐征（右二）一边走，一

边问全国人大代表、上汽集团董事长陈虹（右三）。
“蛮忙的！”陈虹笑道。可不是嘛，企业家陈虹直播带货成绩蛮好，

5月 1日至 12日上汽在上海地区累计收获意向客户 8.5万个，同比
增长 58%；获得订单近 1万个，同比增长 23%。

本报记者 陈正宝 姚丽萍 摄影报道

■ 上海将推出 14件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的“一件事”，力争今年 9月底前落地实施。

■ 建议推行长三角电子证照互认，加强跨区域合作。

■ 今年上海将启动信息安全，包括个人信息保护的政府规章立法活动，让群众的信息、隐私得到更好保护。

“一网通办”+“一网统管”

    聚焦上海政务服务“一网通

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昨晚，一
场“云采访”远程开启。来自上海代

表团的三位全国人大代表通过视
频连线，畅谈上海“两张网”建设。

“随申码”用户1200多万

“特别高兴的是，2019 年和
2020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到

了‘一网通办’，这也是对上海的鼓
励。”在采访中，全国人大代表、上

海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秘书长陈
靖提到，上海于 2018年全国两会

期间率先提出“一网通办”，实施两

年多来已成为上海营商环境建设
的一块金字招牌，也为广大企业群

众办事提供便利。
助力精准防控疫情，上海“随

申码”自上线以来，已累计使用次
数超 5.2亿次。陈靖透露，随申办

App在推出“随申码”时实名注册
用户是 1024万，达到这个用户数，

经过了 16年的努力。而“随申码”
推出后，2个月不到时间就增加了

1200多万用户。“我们用 2个月时
间，走完了过去 16年的路。”

群众关注度急速提升，如何把
便民服务做得更好？陈靖表示，最近

正在酝酿“随申码·教育”“随申码·

养老”“随申码·体育”等应用场景。

“已经有一些进展，比如在上海图书

馆，‘随申码’可以作为入馆凭证；再
比如，毕业季到了，高校毕业生可以

通过单位‘随申码’投递简历。”

此外，今年上海将推出 14件
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的“一件

事”，比如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
企业纳税缴费“一件事”、新能源汽

车专用牌照申请“一件事”等，力争
今年 9月底前在全市落地实施。

完善“云走访”“云反馈”

陈靖介绍，疫情发生以来，上
海充分依托“一网通办”平台渠道

和数据汇聚优势，推进网上“不见
面办理”。“云端办事”的效果是显

著的：去年 12月不见面办件率为
20%，今年 2月则上升到 50%。
企业还可以通过“一网通办”

和企业服务云向政府反映诉求。
“我们将这些问题分门别类，能回

答的就及时回答，有需要办理或协
调的，就尽快给各区或相关职能部

门。”陈靖介绍，面对企业提出的问
题，不仅要尽快高效处理，在此过

程中相关部门还应与提出问题的
企业沟通，并将处理结果通过企业

专属网页及时反馈，形成闭环。
“就像对待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一样，去办理企业的意见。目前

我们已累计处理企业诉求 4.5 万

个。”陈靖说，“‘云走访’‘云反馈’
是疫情中应运而生的新方式，我们

会坚持下去，并且越来越完善。”

“电子证照”长三角互认

上海老百姓出门办事，不用带
实体证照，打开手机电子亮证即

可。如今，“电子证照”应用已经成
为上海“一网通办”的“明星”产品。

陈靖介绍，目前上海已归集
377类高频证照，总数突破 9512

万张，证照调用超过 1.4亿次。说

到这里，他一连提了两个“特别”：
“特别感谢公安支持，电子身份证

和电子驾照等证件用得特别好。”
不过，在陈靖看来，要让百姓

获得更多便利，电子证照光在上海
应用还不够。“比如，在上海可以凭

电子身份证住旅馆。可是，上海人
住上海旅馆？这毕竟是少数。”陈靖

建议，推行长三角电子证照互认，
加强跨区域合作，进一步增强群众

获得感。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也呼

吁能够开展央地合作，打通部委与
地方数据。如果能实现全国联网电

子亮证，那么群众会更有获得感，
我相信这是一个趋势，今后能够做

到。”陈靖表示。

赋能上海城市智能管理

“要坚持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
爱用、群众感到受用，管理要素标准

化、管理方式智能化、管理流程闭环
化。”谈到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建

设，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浦东新区区
长杭迎伟举了三个生动的例子。

一个是群租管理。“浦东城运
中心通过分析水电煤数据等一系

列算法模型，可以实现对群租现象
的智能分析、自动发现，实施管理

闭环，及时处理。”杭迎伟说，群租
具有消防安全隐患较大、破坏房屋

承重结构、滋扰周边住户生活等危
害。而通过智能化应用场景，实现

了从原先人工巡查和投诉举报的

被动方式，向数据智能识别和精准
联合整治的主动治理模式转变。

另一个是渣土车管理。“以前是

人工布防、蹲点值守、截停处置，通
过城运中心的应用场景提升，现在

我们做到了空中布防、全时监管、智
能推送，有效解决了渣土车运行过

程中的扬尘、跑冒滴漏等问题。”

第三是共享单车管理。“老百
姓常常发现，有的地方共享单车扎

堆，有的地方却没有，这就形成了
一种供需热力图。”杭迎伟说，“我

们把共享单车数据归集好，也是为

市民提供更精准的服务：哪里有共

享单车的需求，哪里就有供给。”

将启动信息安全立法

疫情期间采集的个人数据应如
何管理？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怎

样考虑？这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陈靖表示，今年上海将启动信

息安全、包括个人信息保护的政府
规章的立法活动，通过政府规章制

度与相关措施，让群众的信息、隐

私得到更好保护。
针对同一问题，全国人大代表、

致公党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专职副
主委邵志清表示，涉及公民隐私的

数据，应合理地、最小化地应用。“数
据共享，难道就是所有的政府部门

要看到所有的采集数据吗？这是认
识上的误区。比如采集的防疫数据，

卫健委和公安需要的数据，根据职
能不同，应有所不同。卫健委为了防

疫所看的数据，和下次为了日常管
理所看的数据也要不一样。”

邵志清说，政府部门使用数据
要有原则，不仅要在制度上防止滥

用，坚持合理合法，而且要在技术
上降低风险隐患。“信息数据应减

少碎片化、多地存放，大数据中心
要从技术上强化安全管理。”

本报记者 杨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