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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 方翔

潘高峰）体育作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的组成部分，已经成

为不可或缺的现代生活方式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上海市政

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上，市政协委员、
致公党普陀区委主委、普陀区体育

局局长顾薇玲提出建议：市区联动，

建设沪西地区大型综合体育场馆。
“十四五”时期，上海体育将站

在新时代的起点之上，处于基本建
成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战略关键

期。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

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 发

展群众体育的意见》。近日，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和体育总局联合印发了

《关于全面推进城市社区足球场地
设施建设的意见》。顾薇玲在她提交

的提案里介绍，普陀区常住人口约
有 128万人，截至 2020年，普陀区

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不足 1平方米

（目前达到 0.99平方米），区域内的
大中型体育场馆更是显得不足。大

中型体育场馆对于区域形象的展示
及区域经济的提升，有着正向的推

动作用，如浦东足球场、徐家汇体育
公园、上海赛车场等，对于提升上海

区域影响力提供了非常大的支持，
场馆所承接的体育赛事、文化活动

也为区域经济作出较大贡献。而市

中心西北地区却缺乏承接国内外高
水平赛事的体育场馆，这对区域形

象的展示有着一定的限制。
“在 1月 19日举行的 2021年

上海市体育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
上海市体育宫规划改建等项目的研

究、立项和开工。”顾薇玲说，目前，

位于普陀区地界内的上海市体育宫
规划改建项目，已纳入市体育改革

发展“十四五”规划。如何通过体育
宫的整体改建激活周边地块联动建

设，是突破中心城区西北部大中型
体育场馆缺失的一个有效手段。上

海市体育宫北侧地块属于体育用
地，目前为申能公司“煤气包”（圆柱

形建筑，学名为“煤气储备柜”）旧址

及部分办公用房。2020年普陀区与
申能公司签署了土地收储协议，

2021年底“煤气包”拆除后，市区项
目联动，将会为沪西地区带来 100

亩可用于建设室内外全民健身设施
的体育用地，加上周边的公园绿地，

可为打造一处大型综合体育场馆提

供有力的空间资源。
顾薇玲委员建议市区联动，共

同建设上海市沪西地区大型综合体
育场馆，形成市区两级合作的建设

模式，一次立项，分步骤实施，由上
海市体育局牵头以市级项目立项，

报市发改委，以承接国际一流赛事
为目标进行规划，将上海市体育宫

改建与真如体育公园的建设一并研

究规划开发，力争在“十四五”期间
开工建设。

从体育公共服务、上海大型体
育设施布局和发展竞技体育的需求

出发，顾薇玲认为，市区联动的上海
市体育宫项目可以布局为“1场 2

馆”功能，建设成既可举办国际大型

赛事、又满足全民健身需求的沪西
地区大型综合体育场馆：打造除崇

明体育训练基地外市区唯一的棒球
赛场、一个可容纳万人规模的综合

体育馆和一个全民健身馆。其中，综

合体育馆可建设成“冰篮转换”引入
冬季项目，同时满足上海冰上专业

运动队的训练需求。

市政协委员顾薇玲提案建议“以承接国际一流赛事为目标进行规划”

市区共建沪西大型综合体育场馆

    近两天，首次出席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新增补

委员们，纷纷提交经过认真、扎实调研写成的提案。前天，
新增补委员、上海新纪元教育集团董事长陈伟志（图中）

来到大会提案编目室，提交了作为新委员履职的第一份
提案《补齐短板，提升品位，多措并举强化浦东“五个中

心”建设核心地位》。
本报记者 张龙 江跃中 方翔 潘高峰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 方翔

潘高峰）“城市已经进入数字化转型
的时代，如电子支付已经成为大家

须臾不可缺少的硬件。但遗憾的是，
这个转型却将一些老人无情‘抛

弃’”。每当说起这个让老人无奈的
话题，市政协委员、上海社科院思想

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马驰总是十分

感慨。“怎么办？”作为民盟的一员，
马驰和同事们经过调研，拿出了应

对的方略：发挥社区教育功能，让每
位老人跟上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步

伐。在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上，民
盟上海市委以大会发言的形式提出

这项建议。
马驰委员告诉记者，目前社区

教育的资源，远远不能满足老人“就

学”的需求。2019年，上海各级各类

老年教育机构的学员有78.2万人，
加上远程教育学员59.2万人，共计

137.4万人，也仅占上海老年人总数
的23.6%。很多老人不能入校学习，

老年教育供给明显滞后。
还有不少校内人不想离校，“只

读书不毕业”成为普遍现象，每年招

生学员中超过70%是“老面孔”。典
型的案例是，一位老年人在校持续

读了20年。另外，部分行动不便、自
由时间受限的老年人，无法就近参

与学习。高龄老年人、失能老年人、
残疾老年人等也在老年教育中“失

位”。
“‘十四五’时期，要着力破解老

年教育‘一座难求’‘只读书不毕业’

‘学无可学’等难题。”民盟上海市委

的大会发言建议：政府做好“托底”，
充分发挥社区教育功能。

上海有200多个街镇、4000多个
居委会，众多社区是全社会重要的

组织细胞，在老年教育问题上有着
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应继续将老

年教育纳入公共服务，扩大对街道

和居委会老年教育的投入力度，使
社区有实力整合全社会老年教育资

源。要支持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老年
教育；促进全社会各类教育资源对

老年人的开放，推进老年教育在基
层的不断延伸与覆盖。

同时，以技术提升供给，普惠各
类老年人群。紧跟上海城市数字化

转型的潮流，大力发展适合于老年

人的各项教学手段，如：编制老年教

育资源培育开发指南；开发适合老
年人学习特征的学习项目；大力推

进老年教育信息化建设，以大数据
平台为依托，做好老年教育资源更

有效的聚集、调配和推送；鼓励全社
会多开发“申程出行”之类适合老年

人使用的APP。

民盟上海市委还建议积极鼓励
各种社会力量，为老年教育服务。“我

们要动员社会一切力量，积极投身老

年教育事业，推动学有所成和有经验
的学员转化为老年教育的老师与管

理者；加强对初老老年人的职业培
训，支持他们转化为社会志愿者，服

务老年教育，让越来越多老年人顺利
跨越数字鸿沟。”

老年教育供给滞后，民盟上海市委大会发言建议

政府“托底”，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
    “社工很多

是大学本科毕
业，他们做了很

多工作，但到了
年底，收入比事

业单位的少得
多，我觉得作为

一个社区的居委

会，没有必要分
两种体制，如果

一定要分，那待
遇上不要让他们

走得太远，走得
太远留不住人

才。”近日，在上
海市十五届人大

五次会议长宁
一组分组讨论

会上，市人大代
表、长宁沪剧团

团长陈甦萍正在
介绍她为社工提

的建议。

陈甦萍向记
者介绍，她由于

工作关系，出演

过《小巷总理》，
和社区的工作者

接触比较多，发
现他们编制不同

待遇不同，他们
很多是属于“社

工”编制。“我就

想到了不管垃圾
分类、还是防疫工作，社区工作人

员的工作量非常大，要吸引年轻
人来，应该要提高待遇，也是对新

一代年轻人的一种鼓励。”
“家政服务人员、快递小哥可

以参加职称评定，那社区工作者
更不能遗忘。”陈甦萍建议，职称

评定向社工倾斜，建立相应的专

业职称评定、晋升体系，每位在居
（村）委会从事专项管理工作的从

业人员纳入相关条线参加专业职
称评定。

在收入和福利待遇上，薪资
应适当提高。同时，对社工应建立

考核奖励制度，针对目前只有淘
汰没有激励机制的情况，要予以

纠正，制定政策落到实处。除了年
度公休以外，要享受年度疗休养；

年度体检项目与机关事业单位待
遇相似；夏季高温费应与企事业

单位一样发放；年度重大事项完
成，应与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一

样根据贡献大小给予奖励。
本报记者 屠瑜

    细胞治疗，作为全球免疫肿瘤

学的热门领域，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昨天下午，在上海市第十五届人大

五次会议浦东代表团联组审议会
上，市人大代表陆晓炜表示，上海尤

其浦东在产业发展、医疗资源、监管
建设方面具备优势，建议探索形成

细胞领域制度创新的“上海方案”。

陆晓炜介绍，近年来，世界主要
发达国家都将细胞治疗作为医药领

域的重点支持和发展方向。根据纽
约癌症研究所的最新报告，2020年

全球免疫肿瘤学研发管线中在研疗

法数目达到 4720种，细胞疗法作为
其中最为热门的领域，保持着每年

增加数百种在研疗法的强劲势头。
据统计，至 2020年 12月底，全

国共批准了 48项细胞药物临床试
验项目，并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文

件加快推进细胞产业发展。但在发

展过程中，企业对细胞产业的未来发
展路径不清晰，临床前研究阶段医院

端探索性创新支持度不够，细胞制品
的临床应用和医院的风险管理缺乏

系统性、可实操的指导和规范。

上海以浦东为代表，已形成全
国最具创新活力的细胞产业集聚

区。在产业方面，截至 2020年底，在
全国获批的 48项细胞药物临床试

验中，21项来自上海，其中 14项来
自张江细胞产业园，约占全国的

30%。在医疗资源方面，上海拥有

13个国家干细胞备案基地，是国内
最优质的医疗资源集聚地之一。

作为世界群雄逐鹿的新领域，
上海如何在细胞产业上先行先试？

陆晓炜建议，首先要畅通细胞产品

的规范化管理。结合国内即将上市
的两款 CAR-T（一种治疗肿瘤的新

型精准靶向疗法）细胞药物，市卫健
委和市药监局可以探索医院细胞治

疗临床应用的规范化管理，为未来
更多细胞产品的上市准入提供支

持。其次，要畅通细胞治疗技术的探

索性创新。建议上海市卫健委依托
上海检测中心细胞治疗重点实验室

的建设，推动国家干细胞专家委员
会认可上海检测中心的报告。最后，

建议市卫健委、市药监局选择 1至
2家医疗机构，试点探索细胞治疗

技术临床转化的方案、路径及医院

需遵循的规范和规则，提供先行先

试的模板。 首席记者 宋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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