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大新城如何发力，事关上海城市发展

空间，事关上海经济发展后劲。”1? 25日下
午，“推进‘五个新城’建设 优化市域空间新

格局”专题审议会现场，王振代表第一个“抢
话筒”。王振代表指出，五大新城之间要有产

业分工，围绕各个新城特色在土地项目、创
新、人才、财税等方面推出积极有效的区域差

别化政策。

他还特别提到了放权赋能。“是否可以把
放在浦东新区的优惠政策，也面向各个新城？

是否可以对标昆山、苏州工业园区等地做法，
他们有多大的自主权和先行先试权，我们也

赋予新城多大的自主权和先行先试权，把更
多土地出让金留给新城建设。”

“教育、医疗、卫生等优质公共资源的匮
乏，已成为制约新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

素。”许银章代表建议，应加大优质公共服务
资源合理科学布局。

沈丽娟代表建议，上海应大胆突破，针对
地域和产业特色，设计人才梯度发展及差异

化引流方案，为新城发力落实人才保障。“毫
不讳言，人才已经到了抢的阶段，五大新城的

发力，优秀人才的引进、培育和留用是关键。”
池洪代表提出加速城际交通，要借助长

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加快落地新城与中心
城、新城之间、新城与周边城市交通联系通

道，不断健全五大新城的立体交通网。
本报记者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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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钟，说说未来5年发展新思路
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专题审议“十四五”规划草案———

    国际数字之都，如何

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健

康上海，如何完善公共卫生

体系？提升文化软实力，如

何大力弘扬城市品格……

每位代表发言 5 分钟，说

说未来 5年上海发展新思

路。昨天下午，市十五届人

大五次会议专题审议“十

四五”规划草案，代表们纷

纷迸发思想火花。

    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打造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上海该怎么做？126位
代表参加这场专题审议，可见话题之热。

“一网统管，开创了数字化治理的新途
径。但是数据集成效率，还有待提高。”来自城

管执法领域的彭燕玲代表说，一网统管，统一
什么，管理什么，怎么统一，怎么管理，都要想

清楚，动态及时调整，应统尽统。以社区治理

为例，居住安全、公共安全、物业管理……尽
快纳入数字化治理，有效化解“见不到人、进

不了门”的执法难题，需要“非现场执法”制度

创新，“这些，可否在浦东先行试点？”
彭代表话音刚落，刘中民代表就接过了

话题，“健康上海，医疗信息网络建设亟待纳
入一网统管，而不是各个医院各自做数字孤

岛。”三句话不离本行，来自东方医院的刘
代表关注智慧医疗。如何避免重复检查、重

复治疗、重复问诊，方便病人，提高医疗效

率，降低医疗成本，实现这些目标，刘代表
的意见是———智慧医疗，先要“一网统建”，

再纳入“一网统管”，数据共享，结果互认，

优化治疗。
“电子支付时代到来了，很多人不去银

行了，无接触的金融服务，倒逼银行数字化
转型加速。金融服务，数字化也要有温度。”

来自金融领域的毛玉华代表说，普惠金融、
精准扶贫、服务抗疫，促进了银行的数字化

转型；同时，银行服务也在借助技术创新，帮

助老年人等群体使用金融数字服务，一起跨
越“数字鸿沟”。 首席记者 姚丽萍

    “大力弘扬城市精神品格，持续提升城市

文化软实力”是专题审议会的议题之一。14

位代表先后发言，聚焦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促

进文化消费、规划公共文化空间、挖掘红色文
化资源等角度，各抒己见气氛热烈。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核心资源之一，也是
城市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市

人大代表陈岩认为，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体系，是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重要内

容，是惠及民生的重要举措。她建议，上海可
以规划更多文化消费类节日，打造特色与影

响力兼具的创意市集，发展更多文创项目，丰
富市民的文化生活。

市人大代表王为松从“父亲考验三个儿
子如何填满房间，大儿子搬了一屋子火柴，

老二用棉花填满，小儿子只点了一根火柴，

便轻松照亮房间”的故事谈起。他说，城市建

设也需要“一根火柴”，这根火柴就是书香文
化，温馨明亮，点亮城市吸引力、创造力、竞

争力。
此外，“保护文化遗产，不要忘记乡村！”

市人大代表余思彦呼吁，上海建设社会主义
国际文化大都市的过程中，不能忽视乡村的

宝贵文化资源。 本报记者 杨欢

    “打造浦东改革开放新高地，服务构建新发

展格局”，也是专题审议话题。市人大代表建议，
浦东要加快建立“一网通商”“黑灯工厂”等，助力

上海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
市人大代表叶青第一个抢到话筒。“我建

议打造法治浦东升级版，为更深层改革、更高
水平开放、更大力度创新提供全方位法治保

障。”他认为，要结合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和

引领区目标任务及浦东的实际情况，加快研
究制定浦东法治建设规划和实施方案。同时，

要聚焦重点领域环节，加强制度创新和法治

保障。
“浦东要做强创新引擎，应该完善人才培

养机制，打好‘金字塔’的基座。”市人大代表

王志敏建议，浦东“科学研究-技术发现-产

品研发-高企发展”的完整创新链条要更加
健全，还需继续提升研发投入力度。此外，浦

东除了做好金牌“店小二”，也要体现高水平
的引领和组织能力，在学科交叉推动创新中

成为“领头羊”。

数字化转型，在专题审议中被频频提及。

市人大代表刘正东建议，在数字化转型和国
际金融资产交易建设中嵌入特殊资产交易平

台，立足上海浦东，辐射长三角，面向全国。市
人大代表陆风建议，浦东要加快建设“一网通

商”，即把政府数据和市场数据充分结合起
来，形成标准化平台，为各行业提供数字赋

能。同时，浦东还要加快建设和引进“黑灯工

厂”，即百分之百无人化制造。

首席记者 宋宁华

    如何强化“四大功能”，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专题审议上，许多代
表提出，要重视制造业的发展，要从

国家战略上进一步思考上海制造业
发展的定位和布局。

朱国宏代表建议，上海制造业
是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重

要支撑，不仅要在强化高端产业引

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要在强
化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开

放枢纽门户方面发挥作用。在产业
布局中，既要调整布局电子信息产

业制造、汽车制造、石油化工和精细
化工、精品钢材制造和成套设备制

造等传统优势制造业，又要重点布
局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制

造业，谋划一体化跨区域产业布局
调整和产业链重构。

韩若冰代表说，要鼓励金融机
构为制造业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信

用产品，加快探索国有企业与民营
中小企业的协同发展机制。国企是

上海一张王牌，推进本地国有骨干
企业与所在产业链中的优势中小企

业协同合作，联手取长补短，为上海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入制度创新和

科技创新的双重动力。
朱柯丁代表发问：“我们曾经创

造的’特斯拉工厂’神话，能不能用
在我们自己制造业上，用在我们自

己的民族品牌身上。”他建议，要用
最快的速度，巩固制造业的市场占

比，防止青黄不接的现象发生；用最

快的速度，培育出本土创新型领军
型企业，激发科技创新活力；用最快

速度，唤醒沉睡几十年的“上海制
造”，真正加入到产业升级、数字化时代的浪

潮中，打造出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科技

创新的“三高”制造业。 本报记者 叶薇

    “完善公共卫生体系，推动健康上海建

设”专题审议中，如何构建符合超大城市实际
的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机制，如何守护上海这

座城市安全和全体市民的健康，代表们献计
献策。

第一个发言的屠涵英代表直奔主题，就
已经施行的《上海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条例》

贯彻落实提出了建议，“实施中要有前瞻性思

考，为可能出现的不可预料的公共卫生事件
处置留足法律资源。”

人才队伍的建设是很多代表关心的内

容。钱菊英代表建议，从重视医学院校公共卫
生专业做起，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把专业人

才留在疾控中心等守护城市公共卫生安全的
部门。丁明代表建议，重视疫情常态期间市民

的心理健康，要建成一支强有力的精神卫生
队伍。崔明代表建议把公共卫生的管理人员

铺入到人群最小的单元。
吴修忍代表从体育和卫生融合发展的角

度建议，“我们要将预防关口前移，实现医疗

卫生以治病为中心转变到以提高人民健康生

活水平为中心，医疗、体育、教育等社会各方
协同配合，实现体医、体养融合发展。”陆思嘉

代表则建议通过促进科创中心建设和卫生防
控体系的融合，促进医学检验技术能够得到

市场的推动。
刘民钢代表建议，尽快修订完成出台上

海的中医药条例，推动中医药和现代科技结

合，守正与创新并重，让中医药在健康上海的
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报记者 屠瑜

浦东发展 建立“一网通商”“黑灯工厂”

“一根火柴”点亮城市吸引力创造力

数字时代 管理要效率也要有温度

市民健康 公卫人才队伍建设很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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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新城”
期待放权赋能

■ 打造浦东改革开放新高地专题审议现场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