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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讯（记者 李一能）昨天下午，市

政府新闻办召开长三角一体化应急管理协
同发展暨首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

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据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局
长马坚泓介绍，首届博览会的举办时间定于

2021 年 5 月 7 日至 9 日，“应急防灾减灾
护航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将成为博览会

的主题。

据马坚泓介绍，举办长三角国际应急减
灾和救援博览会，是长三角应急管理协同发

展的八大机制之一，由上海市应急管理局牵
头，会同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应急管理厅、

联合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共同合作
举办的一个国际性博览会，旨在着力推动长

三角应急产业发展升级，服务国家“双循环”

战略，从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应急救灾

技术装备、应急救灾物资供应、应急通讯和

指挥、交通物流、特种装备、公众防灾减灾
救灾意识和应急文化教育普及等方面，多

层次、多维度加强展览、体验和交流，努力
打造一个与长三角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适

应，有较大国际影响力和前瞻性的应急博
览会。

此次博览会采取线下实体展览和云上

展览相结合的展示方式举办，规划六大展
区，即：应急防灾减灾展区、应急救援装备

展区、安全防护产品展区、应急产业服务展
区、应急科普体验展区和长三角应急管理

成果展区。同时，还将组织主题高峰论坛、
专业论坛、长三角防灾减灾主题宣传活动

等，适时成立面向长三角的自然灾害防治
类基金会。

    ?报讯（记者 叶薇）上海国资国企将
全面实施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行动计划，
三年内推进落实 70个重大项目，新增投资

2000亿元，新增信贷资金投放 1?亿元。昨
天召开的上海国资国企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 2020年度论坛透露，上海国资国企将努力
在区域协调、产业创新、互联互通、协同开发、

体制机制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和显著成效。

论坛透露，上海市国资委携手苏浙皖三
省国资委以及各有关部门，积极推进上海国

资国企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建立合作机
制，一市三省国资委联合举办长三角国资国

企一体化发展联席会议，签署一市三省国资
国企一体化发展战略合作协议，举办多场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对接交流会，共同搭建多层
次的企业合作发展平台；组建服务平台，成

立长三角投资（上海）有限公司，定位于服务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投资和投

资服务平台，代表上海方参与示范区建设，
共同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造产权市

场，推进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牵头建设长三
角产权交易一体化云服务平台，拓展联网合

作和数据共享，共同提升交易规模和全国影

响力；出台行动计划，印发了《本市国资国企

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行动计划（2020-
2022）》，形成了三项任务分解表和五大行动

项目清单；开展一系列产业合作。
截至目前，上海国资系统在苏浙皖三省

共有 1163户企业，资产总量为 8841亿元，
从业人数 9.9?人，2019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3246亿元。根据上海国资国企服务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行动计划，上海国资国企将全面
实施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135”行动计

划，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落实组建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投资和投资服务平台、打造长三

角产权交易共同市场、构建国资国企区域发
展协调机制三大任务，实施“百企合作联盟”

“协同创新领航”“产融价值共创”“基建科技
赋能”“开放枢纽共建”五大行动。

市国资委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工作纳入
相关企业法定代表人任期考核；对国有企业

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大项目产生的前期
费用和融资成本经认定后可视同于利润，经

审核后可在国资经营预算中给予支持；对国有
企业发挥协同效应、出资形成联合体在长三

角区域实施重大项目，实施投资后备案管理。

上海国资国企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三年推进落实
70个重大项目

    《2019年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

报告》（简称“300 指数”）近日正式
对外发布。报告显示，去年本市全

民健身事业总体发展状况令人满
意，市民对健身环境的满意度高，

经常参与体育锻炼人口比例稳步
上升。报告表明，2019年度的 300

指数总分为 256.3分，较上一年度

有所提升，“健身环境”“运动参与”
“体质健康”三项单项指标，均处于

“满意”区域。
其实，翻阅近几年的“300指

数”便可以清晰地看到，“十三五”期
间，申城的全民健身发展呈现出良

好的态势。得益于政府部门引导、企
业资本投入和社会力量支持这三大

驱动力，市民的运动热情得到激发，
更多的市民球场和市民竞赛应运而

生。相关统计表明，截至 2019年底，
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

达 43.7%，在册体育健身团队达到
53888个，平均每千人拥有固定健

身团队数量为 2.22个，社区体育服
务配送基本实现街镇全覆盖，这些

让人欣喜的数据，充分展现了上海
的活力与激情。

搭建平台
提升市民参与度
今年 8月 8日是第 12个全民

健身日，尽管室外骄阳似火，沪上各

体育场馆依然迎来了众多热爱运动
健身的市民。据统计，在充分按照防

疫要求、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当天全
市共组织安排了近 400场精彩纷呈

的主题活动，近千处公共体育场馆、

市民球场、健身房、游泳池等公共体
育设施免费开放，让广大市民享受

到了在家门口参加比赛的乐趣。
“不论是体育场馆的建设，还是

各类民间赛事的举办，最终的目的，都是让市
民能够更方便地体验运动健身的快乐。”上海

市体育局副局长赵光圣在“300指数”发布会
上表示：“2016年，我们规划了‘一个发展目

标’、‘三项核心任务’、‘五大重点工程’的群
众体育工作蓝图，其中的一大重点，就是为市

民搭建更多施展体育才能、释放健身潜力的
平台，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应该说在这方面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近年来，城市业余联赛的创办、第二及第
三届市民运动会、农耕运动会、青少年、职工、

老年人、妇女、农民、军人、残疾人、少数民族

等特色体育健身活动广泛开展，为申城增添
了一道道独特而靓丽的体育风景线。除传统

竞技项目外，以广场舞、电子竞技、街舞、体能

大赛等为代表的新兴体育项目，也

凭借越发雄厚的群众基础，被纳入
到各类竞赛中，以真正实现“人人

来赛，人人健康，人人有活力”的目
标。而在线下赛事因疫情而暂停期

间，各类线上线下结合的健身活动，
不仅有效满足了市民的需求，还出

现了手机颠乒乓球、线上“拔河”、智
能跳绳等全新的比赛项目和模式，

为市民提供了更多元的选择，有效提

升了市民运动的积极性和参与度。

升级场地
增加市民获得感
除了搭建平台，推进各类公共

体育设施建设也是“十三五”期间上

海群众体育发展的重要目标。最新
发布的“300指数”显示，截至2019年

底，全市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57745689m2，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增

加到2.38m2(?人均上海可利用体育

场地面积0.15m
2)，较“十二五”期间

有了明显提升。此外，全市累计建成

各类市民健身步道（绿道）、骑行道
总长度 1680公里，建成市民益智健

身苑点 17235 个、市民球场 2694

片、市民健身步道（绿道）1565 条、

社区市民健身中心 98个、市民游泳
池 37个、市民健身房 186个，这些

场馆的开放，为市民参与健身，提供
了便利条件。

今年 6月，沪上“篮球胜地”之
一的徐家汇公园篮球场，在“闭门谢

客”一段时间后重新开放。与之前的
场地相比，全新开放的公园插上了

“智能化”的翅膀，除微信小程序预
约、扫码入场、微信租借篮球等便民

功能外，球场可利用大数据对客流
分布、意外情况处理等进行管理控

制，既方便了市民，也提升了管理效
率。值得一提的是，它也是今年徐汇区首个完

成的“智能球场”改造项目。
徐家汇公园篮球场完成升级两个月后，

有着“远东第一体育场”美誉的江湾体育场，
也迎来了一条全新的健身步道。“过去几年，

主场地里会有一定量的足球爱好者，但是旁
边的跑道经常无人问津，相关方面便开始思

考，尝试将体育场的设施重新激活。”江湾体

育场健身步道负责人杨桃这样解释选择修建
健身步道的原因：“我们经过调研后发现，市

民对于健身步道的需求，是最迫切的。”步道
开放后，每晚都会迎来不少健身爱好者，市民

们在这条长 750 米的红色步道上走的每一
步，都能收获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本报记者 陆玮鑫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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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一篇名为《一部手机失窃引发的
惊心动魄战争》的帖子在网上火了。发帖人丢
失手机后和扒手彻夜“赛跑”，采取各种防盗
措施， 亲历了黑产业链背后的一系列 “神操
作”。 偷手机只是犯罪的开始，更让人步步惊
心的是，扒手醉翁之意不在“手机”，而是通过
手机卡获得个人信息后， 快速申请获得网络
借贷、非法牟利。

未来，这样的“步步惊心”有望缓解，因为
法律的“定心丸”呼之欲出。 今起至 17日，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在北京
举行，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将在这次会议上
首次提请审议。 在享受大数据时代便利的同
时，不让个人信息成为“唐僧肉”，成为老百姓
关心的现实问题之一。

昨天，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举行的
记者会上，法工委发言人坦言，虽然近年来我
国个人信息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但现实生活
中，随意收集、违法获取、过度使用、非法买卖
个人信息， 利用个人信息侵扰人民群众生活
安宁、 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等
问题仍十分突出。

环顾四周， 几乎每个人都遭遇过 “信骚
扰”，家有学童的被各种培训机构电话围追堵
截； 刚生完孩子， 婴儿用品的推销就接踵而
至；甚至家中有人过世，各类殡仪服务的骚扰
电话也不放过。人们在堵心、烦心的同时也纳
闷，到底是谁出卖了我的信息？

尽管相关部门和企业不断加大防范力
度，但近年来，个人信息泄露的犯罪手段不断
升级换代，几乎成为一种社会公害。相关数据
显示，截至 2020年 3?，我国 43.6%的网民
过去半年上网过程中遇到过网络安全问题，

其中遭遇个人信息泄露问题占比最高。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为此，

在这次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的审议中， 最受
瞩目的就是如何发挥出立法的作用， 及时回
应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期待， 切实保护人
民的信息安全。通过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进
一步明确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应遵循的原则，

有所为有所不为。 什么样的机构、 企业能
“为”，“为”的范畴如何界定？对于一些互联网
企业、APP等过度获取用户信息的行为，如何
说“不”？

只有通过法律完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建立事前防范和事后惩戒机制，才能保障公
民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各项权利。 同
时， 通过立法强化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

明确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管职责，并设置严格
的法律责任，堵住“黑产业”伸向老百姓的
“黑手”。

今年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 《民法典》，表
达了我国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鲜明立场； 而个
人信息保护法则在这面“大旗”下，进一步织
密了个人信息保护之网。 上海市人大代表梁
庆云认为， 现有法律一般只对非法获取个人
信息并获利的个人处罚， 很少对相关企业处
罚。 为此，立法上要加强对企业的监管，这是
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重要源头， 也有利于整
个行业自律、健康发展。

正如本文开头帖子中所述的惊险遭遇，

“黑产业”扒手们固然是罪魁祸首，但相关企
业的管理漏洞也让扒手们有空子可钻。 随着
5G时代的来临， 最大的特征就是万物互联，

个人信息保护面临重大挑战。为此，个人信息
保护法的出台迫在眉睫。在打破信息壁垒“围
墙”的同时，也需筑起法律的“防火墙”，在个
人信息保护和促进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平衡。

这是法律，也是博弈。

丢了手机何时不再惴惴难安？
宋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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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
和救援博览会明年5?举行
采取线下实体展览和云上展览相结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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