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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 12月 28日， 苏州河两岸 42公里
滨水岸线基本实现贯通开放。 为了苏州河岸
线姓“公”、还水于民，十多年来，上海政协委
员不懈为之呼吁奔走， 如今委员建言终于成
为现实。

在 2020年的日常履职活动中， 政协委
员们紧盯时代之问、改革之需、民生之痛，切
实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做到求同存异、体谅
包容，民主协商、平等议事。

不懈怠、不缺位、不松劲。

去年 3 月， 在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新闻发布会上， 一份 120 ?位政协委员
联名提出的《关于在全市推广使用公筷公勺
的建议》提案受到关注。 11月实施的《上海
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条例》将使用公筷公勺
等文明健康生活习惯纳入公共卫生社会治
理体系中。

回应社会关切、积极建言献策，这是上海
市政协系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履职工作的
一个缩影。 一批委员挺身而出、各展所长、持
续奋战，在上海疫情防控第一线坚守、在武汉
疫情阻击最前线战斗、 在积极踊跃捐款捐物
中彰显爱心。

走出去、沉下去、钻进去。

去年， 上海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深入了
解企业防疫工作和复工复产两手抓、抗疫惠企
政策落地等情况，汇总梳理企业诉求、助推解决
问题困难，传递政府关心企业的信号、增强企业
渡过难关的信心。 同时，把助推解决了解到的
突出问题纳入政协履职重点，组织力量从政策、

制度上研究创新突破、深化完善的举措。

除了“走出去”外，上海市政协还注重“请
进来”，通过围绕“十四五”广泛听取意见、汇
聚各方智慧。

5月 12日，市政协召开一场“特殊的座
谈会”，12名外资企业代表和商界人士畅谈
“我心目中的未来上海”。 从优化城市产业结
构，到激发社会创新活力，再到提升要素市场
国际化水平，各国人士立足不同角度，为上海
“十四五”规划出谋划策。 围绕打造上海世界
会客厅目标，与会人士畅想建设“上海之环”

“上海之眼”， 描绘了一幅打造上海轨交外圈
内圈环线的宏伟蓝图。

说得对、说得准、说到位。

去年 3月至 7月， 上海市政协聚焦本市
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目标和重大问题， 就科学
编制“十四五”规划开展调研讨论、协商议政。

5个多月内，市政协先后启动了 16个相关重
点调研课题，各专委会（指导组）开展各类协
商议政活动近百场，近 700人次政协委员参

与其中，“多维度多层次多渠道”的调研，提升
了建言深度和厚度，为编制“十四五”规划交
出高质量的政协答卷。

4月 29日，在上海市政协十三届十八次
常委会议上， 市政协常委陆敬波代表总工会
界别提出建议： 将劳动关系领域相关数据纳
入“一网统管”建设运行体系。陆敬波建议，在
各级“一网统管”建设专班中相应考虑增设工
会参与方式，包括在管理机制上，市级层面、

区级层面同步优化统筹；在建设运行机制上，

落实工会与牵头部门、建设部门、运作部门、

基层网格队伍的工作对接等。

同时，在“一网统管”现有的“1+3”模块
中，将劳动关系领域相关数据整体纳入“综治
模块”或“市场监管模块”，从顶层设计上填补
当前“一网统管”在劳动关系、职工群众工作
领域存在的盲区。

高一点、深一点、透一点。

“港区国安法”的公布实施，是“一国两
制”事业的重要里程碑，对促进香港长期繁荣
稳定、推动“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具有深
远意义。 上海市政协通过电话、微信、召开在
沪港澳委员座谈会等方式鼓励港区委员全力
支持和坚决拥护“港区国安法”。

港区委员们积极发扬爱国爱港的优良
传统，发起“支持港区国安法”“在沪香港各
界人士支持涉港国安立法”“支持人大决定，

踢走揽炒议员”等签名活动，参加“庆香港回
归、 贺国安立法”“支持人大常委会决定”等
街站活动，派发宣传刊物，以实际行动坚决
支持全国人大涉港国家安全立法，坚决支持
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维护香港繁荣稳
定的努力。

9月 7日下午， 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与
上海市政协主办的“新冠疫情和公共外交”第
八次对话会在沪举行。 来自北京和上海的专
家学者、 媒体人等和政协委员围绕主题展开
对话， 探讨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情况
下展现出的中国力量、中国担当、中国效率，

展示一个积极、理性、开放、包容及负责任的
大国形象。

上海市政协还积极发挥对外友好界别委
员作用， 支持上海公共外交协会举办中外朋
友恳谈会，与受邀的驻沪总领事、副总领事，

企业、商会代表举办了 3 次恳谈会，交流如
何在新冠肺炎疫情下重启国际经济合作和民
间人文交流， 分享各国抗疫行动以及国家之
间守望相助、团结合作的故事。

在 2020年这个不同寻常的年份， 上海
市政协展现出不同寻常的担当作为， 在发挥
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
凝聚共识、健全完善民主制度、强化委员责任
担当上更进一步， 不断开创新时代上海政协
工作新局面。

    帮助特殊儿童融入普通幼儿园的融合教育，上海多年来在理

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有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的教
育成果。

但是就学前融合教育的现状与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发展要求、
与学龄前特殊儿童及其家庭对接受普通教育的要求来看，问题不

少，差距不小。
建议尽快建立相应的教育制度体系，根据学前融合教育的特

点，完善教育评价、学生学习评价、人才评价等评价体系，促进上海

的学前融合教育健康发展，成为国内外学前融合教育的示范城市，
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推动上海学前

融合教育的试点工作，夯实未来发展基础。

    申城的发展和繁荣，离不开广大中小企业的努力与贡献。上海

应该更加开放包容，“海纳百川”，大力支持中小企业成长发展。

要兼顾“大中小”，打造企业经营生产的良好硬环境。政府在调
整经济政策时应避免一刀切，因地制宜区别对待中小企业，充分保

留一定的空间区域。

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政府部门掌控着营商环境的各种要
素，应规范相关职能部门的权利和义务，避免对中小企业进行不

必要的限制和干扰。政府政策措施要有延续性，政策措施的调整
变化，直接关系到中小企业的安居乐业，如上海郊区不少老工业

园区，都存在因政策调整对经营生产等产生影响的问题，政府部
门应该充分考虑企业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维护稳定的经济发展

环境。

    近日，疫情又有抬头之势，各部门紧急行动，采取多种措施

防控。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新冠疫情的防控是一个艰巨

的、长期的过程，需要坚持不懈地内外兼防。特别是基层社区，
更要进一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加强、完善系统化防疫的长效

机制。
目前社区的防疫机制，在去年的抗疫战斗中取得了很大成效，

尤其是居委会工作人员和社区志愿者，送餐送快递、收垃圾等，这

些人可能与病例疑似人员及其物品接触的机会更多，危险性也较
大，对他们的保护也应该有相应的举措。还有住在社区里的外来务

工人员，流动性比较大，对他们要及时进行防控疫情的宣传告知，
做到一个不漏。

让广大中小企业更好地成长发展

加强社区系统化防疫长效机制 加强上海高校创意设计人才培养

优化政府部门数字化人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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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和推进上海学前融合教育

    上海打造全球“设计之都”，离不开高质量的创新型创意设计人才。

上海目前开设有设计专业的院校虽然超过 30所，每年输送大量应届毕

业生，但培养体系创新改革力度不大：设计专业教育重理论，与产业实
践有所脱节，学生难以适应日新月异的设计产业的发展。
建议校企联合开发课程教学内容；加大实践环节学时比重，以企业

项目作为毕业设计和课程设计等选题来源；提高对学生实践经验及能

力的要求，并纳入学生评奖评优的基本要求中；构建设计、工程、信息、
人文的多学科交叉培养模式；引导高校与企业共建跨学科创新实验室、

设计实践工作坊、实习实训基地等；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鼓
励企业以多种方式开展与高校的产教合作；设立专门的产业资金扶持

项目，发挥文创企业的主观能动性。

    在迈向数字化城市的进程中，我们已经从跟随者变成了引领者，很

多行业都进入了发展的“无人区”。进入“无人区”，典型特征就是：因为
缺乏参考方向而迷茫，因为不确定之结果而犹豫，因为承担失败风险而

畏惧。
也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

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建议优化

各级机关数字化人才配置，构建新型“机关干部－数字化企业”间培训及
交流管理制度，加强各委办局“数字化类专业”决策专家的信息共享与

协同，将“专业技术人员调入机关任职”延伸到全社会，不仅限于公有制
单位，先期可以从数字化类专业技术人员起试行。

更多更合理地布局新能源充电桩
    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不仅是国家，也是上海今后一个阶段产业升

级、发展的主攻方向。但仍有一些瓶颈问题，需要各方协同化解，最为突
出的就是充电桩的设置、分布与安装。

建议在全市尽快完善新能源车充电桩设施建设，做到合理布局，以
利于新能源车辆出行。包括将现有的慢充设施尽快改造成快充设施；在

市内改造老旧街区和有条件扩充车位的前提下，跟进充电桩的设置，逐

步提高充电桩车位的比例；适当为本市新能源公交、物流配送等大型车
辆设置更多的充电场地，配置合理插口；整顿本市各类公共停车场地，

添置更多充电桩车位，涂装明显标志，管控好违规占用充电桩车位的非
新能源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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