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见习记者 赵菊玲）青浦区正按

照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要求，强化
引领未来发展、服务长三角和国际国内开放

的功能构建，着力打造开放枢纽、创新枢纽、
交通枢纽、物流枢纽、贸易枢纽、金融枢纽、信

息枢纽、文化枢纽八大枢纽功能。
围绕青东、青中、青西不同特点，青浦区

各有侧重地塑造板块功能，推动镇域经济走

向区域经济，形成错位发展优势。
围绕“长三角最具制度竞争力地区之一”

目标，青浦全面优化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和宜
居环境，制度竞争力、人才配置力和社会生产

力得到显著提升。

全长 43公里、3000 ?滨水开放空间的
环城水系公园成为生活秀带，大批乡村振兴

示范村和美丽乡村绘就江南水乡新画卷，城
市有机更新扎实推进，产城融合、职住平衡、

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青浦新城正加速崛起。
着力打造“引领示范区、辐射长三角”的

优质公共服务品牌。青浦区引进了一大批沪

上顶尖的教育服务品牌，布局了复旦大学附
属妇产科医院、德达医院、长三角互联网医院

等优质公共卫生服务品牌，打造了联实养老、
淀山湖综合福利院等养老服务品牌。

产业转型带动区级财政“高增速”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宋宁华）30年开发

开放，30年乘风破浪，作为中国总部经济集
聚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今年上半年，浦东新增

跨国公司 14家，占全市近半壁江山，形成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总部经济高地。昨天，第六届

浦东总部经济十大经典样本颁奖典礼在上海
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作为中国总部经济集聚度最高的区域之

一，浦东现有 600多家各类总部企业，总部企
业对浦东的经济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一，浦东已

形成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大企业总部、营运总
部、区域总部、高成长性总部、国际组织（机构）

地区总部等多层次、宽领域的生态圈，正成为

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的重要经济地标。
浦东上半年实到外资依然保持上涨势

态，达 55.1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7%，占
全市 46%；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14家，累

计 346家，占全市 46.1%。
浦东新区商务委透露，将以提升跨境资

源配置能力为核心，进一步优化总部运营营

商环境，以开放促改革，帮助落户浦东的总部
企业成长为亚太乃至洲际性、全球性的决策

枢纽和指挥中心，推动浦东总部经济发展迈
向新高度。

浦东上半年实到外资依然保持上涨

    久美，藏语意为“永恒、长久”，青海果洛

州玛沁县大武镇有个扶贫安置小区，名字就
叫“久美家园”，那里正是“沪青慈善牵手果

洛行”扶贫助困系列项目的受益对象。

48?的西夏和妻子拉吉，曾是玛沁县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2018年底，他们一家从

地处牧区深处的当洛乡查雀干麻村搬迁到
县城所在地大武镇的扶贫安置小区———久

美家园。
“我们家是少畜户，生计主要靠帮乡亲

放牧、打零工，收入本就没多少，孩子又小，

过得紧巴巴，加上牧区基础条件差、生活不
便，生火做饭，全靠拾牛粪！”西夏不好意思

地笑了，“靠政府发放的草原生态奖补资金，
我们攒了两三万块钱，把房子简单装修了一

下，又买了点家具”。
如今，西夏新家明亮整洁，电视、冰箱、

电灶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西夏和拉吉现在
从事环卫公益性岗位工作，两个人月收入

4000元，再加上草原生态奖补、配套产业分
红，“我们自己还能卖一些酥油、曲拉补贴家

用”，全家年收入 5万余元，顺利脱贫摘帽。
“沪青慈善牵手果洛行”扶贫助困项目

是由青海省政协、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和果洛
州政协共同参与组织并发起的一项定向助

推果洛州精准脱贫的公益项目，旨在将上海

市慈善基金会从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中募集
到的 1000万元助困慈善基金（其中包含市

合作交流办每年给予的扶贫配套项目资
金），以户均 2000元的标准，在五年内通过

发放现款的形式，直接发放给 5000户最困
难家庭，助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并按照“中

央要求，果洛所需，上海所能”的原则，自

2018 年起在资助困难大学生家庭和妇女
“两癌”患者救助方面实行“加法”。

截至目前，该项目在沪青慈善人的推动
下，共救助果洛籍贫困家庭 5000户，困难大

学生 1061人次，妇女“两癌”患者 157人次。
已发放善款总额达 1300余万元。

经过五年实践，“沪青慈善牵手果洛行”
项目已成为果洛州政协与上海市政协、民革

上海市委、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间联系的桥
梁，成为上海以实际行动支持果洛州扎实推

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助力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一扇窗口。

从繁华的黄浦江畔到壮美的三江源，一
份份资助汇聚了社会的温暖。今年 4月 21

日，青海省所有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果洛
州所属六县也摘掉了贫困帽子，脱贫攻坚战

取得历史性胜利。 方翔

    高大上的新天地， 基层立法联系点 “开
课”啦！ 这是今年上海 16个区基层立法联系
点全覆盖后的新进展。

基层立法联系点，为啥要开到新天地？自
有原因。

新天地所在的淮海中路街道，是上海中
心城区核心区域， 百年石库门与时尚新天
地、 风貌保护区与税收亿元楼隔街相望，既
有 5 万在住居民， 也有 7 万楼宇白领和日
均 5万余人的游客。 特殊的地理位置，居住
形态的多样性，活动人群的多元化，让这里
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天然具备采集和征询民
意的广泛性。 于是，街道决定设立 7个立法
信息采集点， 其中 5 个在居民区， 分别
是———衡复风貌保护区内的西成居民区，二
级旧里为主的建二居民区，汇集高档商品房
的新天地居民区，售后公房为主的建六居民

区，以及同时拥有旧里、公房与系统房的复
三居民区，这样，立法联系点在不同类型社
区全覆盖。 同时，新天地商圈和兰生大厦设
立商圈楼宇立法信息采集点，立法民意征询
就延伸到了企业、白领和游客中间，实现立
法联系全覆盖。

全覆盖了，还没完。 “联系点，并不局限于
在立法中征询公众意见。 ”淮海中路街道党工
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刘恕说，立法前有立法
需求调研，立法后有普法宣传……总归要“全
程在线”，让立法过程成为普法过程。今年，基
层立法联系点， 不仅开到新天地， 更在全市
16个区普及。 作为“开门立法”的一种制度创
新，2015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批复虹
桥街道为基层立法联系点。 2016年，首批 10

家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启动。

今年， 基层立法联系点从首批 10个增加至
25个覆盖上海 16个区。

基层立法联系点，正是“开门立法”的
一种新探索。 法治申城，开门立法，实现科

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将要达到怎
样的治理效果？ 首先，务实而精准，紧盯治
理之需、民生之痛，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及
时回应人民群众的期待和社会普遍关心的
问题。 近年来，无论是垃圾分类、烟花爆竹
依法“零燃放”，抑或是“天花板下不抽烟”，

面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 上海不回避矛盾，

以良法促善治，大力移风易俗，推动经济社
会进步发展。 今后，上海将继续突出需求导
向和问题导向，抓好高质量发展立法、惠民
立法、环保立法、弘德立法和协同立法；重点
围绕推进实施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强化“四
大功能”、建设“五个中心”和优化营商环境、

公共卫生安全、保障和改善民生、生态环境
保护、超大城市治理、乡村振兴，加强创制
性立法，保障促进高质量发展，引领推动城
市治理现代化。

其次，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同样
在地方立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法治申城将
不断推动制度创新， 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
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2001年，上海举行国
内首次立法听证会。从此，“开门立法”日益成
为新常态。 今年，25个基层立法联系点覆盖
上海 16个区。 今后，基层立法联系点如何功
能定位？ 扎根基层，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

有序参与立法规划编制、法规草案意见征集，

以及立法后评估，推进立法全过程民主；不断
拓宽公众有序参与渠道， 最广泛动员和组织
人民群众在依法管理有关事务中持续实现知
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昨天，五年一
次的上海市人大工作会议上， 市委书记李强
说，上海要优化法治供给，充分发挥立法的引
领、推动、保障作用，让重大战略实施更有底
气，让改革更有穿透力，让高质量发展在法治
的轨道上“跑得更快”。

未来，上海能否持续提高立法质量，探索
形成更多富有“上海智慧”的立法成果？ 看看
新天地的基层立法联系点， 看看门越开越大
的“开门立法”，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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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地有了基层立法联系点
姚丽萍

新民眼

■ “沪青慈善牵手果洛行”扶贫助困系列项目第四期资金发放仪式

上海社会力量在行动

“久美家园”

洋溢“上海爱心”
沪青携手助力果洛州脱贫摘帽

市政府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见习记者 赵菊玲）“近几年，青

浦区区级财力增速始终位居上海市前列，
2012-2019年年均增长 15.6%。”今天上午，

在“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专题系列市政
府新闻发布会青浦专场上，青浦区委书记赵

惠琴表示，近年来，青浦着眼全市发展新战
略，抓住大虹桥建设和上海城市功能向郊区

拓展两大机遇，打赢产业转型攻坚战，构筑城

市功能新优势。2012-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
由 665.2亿元增至 1166.3亿元，区级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由 67.3亿元增至 207.2亿元。
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园区转型升级

三年行动计划，青浦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
息流汇聚的优势，创新平台经济发展模式，培

育了会展商贸、北斗导航、快递总部、民用航
空、跨境电商等一批产业平台。三大产业结构

由 2012 年的 1.5： 59.6： 38.9 调整为 2019

年的 0.6： 37.2： 62.2。

实施环保三年行动计划，青浦加强中小
河道治理，全面消除了区内 28条黑臭河道，

打通近 300条断头浜，城镇污水处理率达到
95%以上。尤其是在上海率先推行“河长制”

治水模式，为河道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
的经验。

实施征收补偿安置三年行动计划，青浦

确立“2、3、6”工作目标，119个存量动迁基地
拔点目标 2年全部完成，5628户存量过渡户

的安置目标 3年超额完成，累计竣工交付安
置房 208万平方米，安置动迁户 7702户，新

开基地征收补偿工作 6个月内全面完成。后
续进一步提出以原拆原建为基本原则，“把最

好的地块用来建设保障房”“把动迁安置房打
造为城市景观房”，让群众更好地享受青浦改

革发展的成果。

服务长三角 打造八大枢纽功能

青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