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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南京西路人民公园门口的盒小马流动餐车前，提前在手机上下

单的顾客很快拿到了热乎的早餐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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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新年第一个工作日，上

海市委、市政府下午召开民心工程
现场推进会，把抓发展、惠民生作为

今年和“十四五”开局的先手棋，从
头抓紧、从实处用力、从具体抓起。

市委书记李强在现场推进会上指
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上海和在浦东开发开放 30?

年庆祝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认真
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重要理念，始终把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充满感

情、满怀真情地做实办好民心工程，
真抓实干、务求实效，更好实现“城

市，让生活更美好”。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主持现

场推进会。市委副书记于绍良，市领
导翁祖亮、诸葛宇杰、彭沉雷、陈群、

宗明、汤志平出席。黄浦区、长宁区、
青浦区、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

卫生健康委作了交流发言。

李强指出，实施推进民心工程，
是践行党的宗旨使命的实际行动，

是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的重要抓手，是践行“抓民

生也是抓发展”的重要体现。今年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年，上海作

为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要以深

入实施民心工程、更好保障和改善

民生的实际行动践初心、担使命，以
更大力度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

难事，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切实把“五
个人人”的愿景落在群众心里。民生

既是发展的目的所在，也是需求所
在、动力所在。民生是服务、功能、环

境，事关城市能级提升和吸引力、创
造力、竞争力。要聚焦“人”这个本源，

把民生需求转化为增长潜力，把优

化服务转化为竞争优势，使民生改
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没有对群众疾苦感同身受的
切肤之痛，就难以有起而行之的雷

厉风行。只有真正设身处地为群众

着想，才能算好民心账、政治账，才

能对问题不回避、有担当，才能不怕
麻烦、保持耐力，不因事烦而畏难、

不因事小而不为。”李强指出，实施
推进好民心工程，要做到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突出问题导向、需求导
向、效果导向，深入了解群众所需所

想，努力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要坚

持市级统筹、上下协同，强化政策设
计、制度供给。要聚焦重点、专项突

破，既牵住“牛鼻子”，又以点带面。
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推动民心工

程走深走实。
李强指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

破解民生难题。打破常规、创新办

法，持续推进旧区改造。结合新城建

设，多策并举打好“城中村”改造攻
坚战。打开思路，积极推进停车难综

合治理，在完善交通体系、引导绿色
出行、资源精准匹配上下更大功夫。

要更加体现精细化、有温度。“一江
一河”岸线贯通后要把服务配套作

为重要抓手，打造更多休憩、交流、

活动的公共空间。加快架空线入地
和杆箱整治，结合优化提升“城市家

具”，让城市更有序、更耐看。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建设工程、学龄前儿童

善育工程、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
程要做得更加细致、更有温情、更广

覆盖。要强化数字化赋能。早餐工程

要运用数字化做到更精准便捷。红

色文化传承弘扬要同步做好网上展
馆等建设。便民就医工程要大力推

进网上问诊、预约、结算，推进健康
档案、检查结果互联互认，推进跨区

域远程医疗。持续聚焦高频事项，推
出更多应用场景，不断拓展长三角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为群众和企

业创造更多便利、带来更多实惠。要
坚持共建共治共享，走好群众路线，

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以全过程
民主促民生、集民智、聚民心。加装

电梯工程要强化党建引领、依托共
治自治、做好群众工作，引导形成

“最大公约数”。要突出举一反三、以
点带面，更加注重建制度、建机制，

把“盆景”变为“风景”，把各方面民
生服务做得更有质量、更有品质。学

校等体育场地开放工程、农村人居
环境优化工程等要强化整体设计、

形成长效机制，全力打造“升级版”。
李强指出，民心工程是对全市

人民的郑重承诺，要凝聚起强大推进
合力，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坚持全

市“一盘棋”，强化责任、加强协作，
通盘考虑、统筹安排，逐项明确时间

表、任务书、路线图，引入市场和社

会力量共同参与。 （下转第 6?）

    市委市政府召开民心工程现场推进会，李强指出以实际成效
取信于民，龚正主持会议

充满感情满怀真情做实办好民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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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对群众疾苦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就难以有起而行之的雷厉风行。只有真正设

身处地为群众着想，才能算好民心账、政治账，才能对问题不回避、有担当，才能不怕麻烦、保
持耐力，不因事烦而畏难、不因事小而不为

■ 民心工程是对全市人民的郑重承诺，要凝聚起强大推进合力，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让群众评判，多听取服务对象的意见，多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外人士的意见，多听取
公众的意见和网上的声音，做好沟通、吸纳民意，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

    冬日清晨，一套刚做好的煎

饼、一杯热乎乎的咖啡，是寒风中
暖口又暖心的元气早餐。手机提前

下单，智能保温柜扫码即取，则是
数字化生活的一个缩影。

通过新业态可持续发展，上海
正全力把早餐工程打造成体现城

市温度、彰显城市品质的民心工

程。去年 11月《上海市推进早餐工
程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 年-

2022年）》正式对外发布。未来三
年，上海将构建“以中央厨房为核

心，连锁早餐网点为主体，特色单
店、流动餐车、外卖平台配送等多

种形式为补充的早餐供应体系”，
到 2022年底，基本消除供应盲点。

数字化赋能
多区域覆盖

将民生需求转化为增长潜力，
上海早餐业态在新一轮发展中出

现不少创新模式。在各方市场主体
积极参与下，如今“便利店+早餐”

“新零售+早餐”“流动餐车+早餐”

“互联网平台+早餐”等模式在申城

遍地开花，推动早餐供应更便捷。
鲜艳亮丽的“爱马仕橙”吸引

眼球，一两元的包子蒸点、六七元
的套餐冒着热气，光明流动餐车一

开进闵行区君莲大居，就成为当地
居民购买早餐的“新热点”。除了商

业配套方兴未艾的大型居住区，目

前全市已有 70?辆流动餐车开进
产业园区、商办楼宇、轨交站点等

早餐薄弱区域开展运营。
同时，在新零售的加持下，“便

利店+早餐服务+网订柜（店）取”
“超市+早餐服务+网订柜（店）取”

“早餐社区门店+网订柜（店）取”等
新场景四处开花。申城街头涌现出

一批盒小马、逸小兔、光明 BK24

等网订柜取门店，一批便利店、超

市和早餐门店实现网订店取，近
500台智能取餐柜完成布局。

从生产源头到售卖终端，上海
早餐工程还在不断加大数字技术

应用范围和力度。百联逸刻依据会
员大数据优化店型调整品类，开展

精准营销。饿了么铺设智能取餐

柜，覆盖数千家早餐商铺及品牌，
实现早餐到家和到店服务。徐汇区

将全区所有早餐商铺和流动点位
纳入汇商码管理体系，实现“一店

一码、互动互联、共治共享”。

早餐选择多
整月不重样

肉包子搭配美式咖啡，红豆
粥搭配三明治，茶叶蛋搭配蔬菜色

拉……这些丰富的选择，让你的早

餐一个月不重样。上海早餐工程三

年行动计划中，提出扩大资源共享
支持企业开发产品，大力发展“共

享早餐”，推动早餐供应更丰富。
煎饼果子现做，蒸包烧麦现

蒸，五谷杂粮粥、现磨豆浆放在保
温柜里，现烤的面包、三明治也是

热乎乎的……在逸小兔流动餐车

上，中西融合的海派餐点凸显上海
本地的早餐文化。步入甜爱路上的

大富贵，小笼包、锅贴、春卷等都是
现做的上海味道，其他品牌的“共

享早餐”也能在这里买到。
记者从市商务委了解到，上海

早餐工程共享平台已汇总可共享
的早餐单品超过 1000个，已共享

早餐单品 360个，供全家、罗森、良

友便利等 4000 多个门店采购遴
选。到 2022年底，上海将实现资源

共享、满足老百姓“走一家吃百家”
消费需求的共享早餐门店（点）覆

盖率达到 85%以上。此外，博海、清
美、光明等 12家企业已推出针对

三高糖尿病患者、老年养生人群、
儿童、青少年的

208 款营养健

康套餐，推动早
餐更健康。

本报记者

张钰芸

    今天上午 8时 45分，还在公

交车上的钱丽打开手机，在逸刻小
程序上选了一份今日特价的“薄脆

蔬菜煎饼果子+原味豆浆中杯套
餐”，9.9元。下车后，她走进逸刻黄

兴路店，扫一扫智能保温柜上的二

维码，就取到了早餐。

“还是热的。”她一边走，一边
摸了摸纸袋，走进位于杨浦区互联

宝地 B座的公司，打卡后在茶水间

享用这份冬日早餐。“其实今年双
十一，我买了一个早餐机，可以自

己在家做手抓饼、煎蛋、烤土司，但

工作日一次也没有做过。”和其他
年轻白领一样，对于钱丽来说，早

晨多睡 5分钟的幸福感，比一顿美
味的早餐更重要，而“网订柜取”的

新模式，让他们不再做选择题。

一只面包，曾是张轩的早餐标

配。前一天晚上在下班路上买的面
包和家中冰箱里的牛奶，是他为自

己准备的最快捷早餐。但当天冷
后，这样的搭配就显得冷冰冰了。

“早上吃点热乎的，比啃面包

舒服多了。”在上海临港科技园区

上班的张轩发现，园区门口多了一
辆巴比流动餐车，真正解决了附近

“打工人”的早餐空白点。他说，家
附近和公司旁边原先都没有买早

餐的地方，很多时候都是提前买好
面包，出门前啃上几口，或是“干脆

不吃了”。如今，流动餐车上的热包

子、甜豆浆温暖了上班族的清晨。

便利店、流动车四处开花，海派餐点丰富多样……上海早餐工程体现城市温度

冬日清晨扫码即取一份热乎早餐

多睡5分钟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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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区互联宝地 B? 钱丽
上海临港科技园区 张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